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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些相关企业、相关项目，开展小额信贷担保支持业

务，推动城市资本下乡和乡村资本融入城镇化项目。

积极寻找城市金融机构开发城镇化项目信贷业务。

镇政府要主动与城市金融机构多接触、多沟通、多介绍

小城镇的现有规划和未来规划，以现有实际情况、实际

问 题 为 出 发 点 积 极 开 展 城 镇 化 建 设 信 贷 业 务 合 作 。 同

时 ， 城 市 金 融 机 构 对 小 城 镇 建 设 要 自 觉 学 习 、 积 极 响

应，在相关信贷业务上，扩大规模、简化手续、创新产

品、深度合作，确保项目资金需求。

3、积极寻找市场化投资平台，多渠道吸引投资进驻

利用众筹模式服务城镇化建设。众筹模式在电商、

大众娱乐、智能硬件等领域屡见不鲜，众筹资金的管理

也 日 渐 成 熟 ， 可 以 尝 试 将 众 筹 模 式 与 城 镇 化 项 目 相 融

合，充分利用众筹模式门槛低、金额自由、不论身份、

跨地域、与互联网结合紧密的特点，汇聚小资金为大资

金 ， 吸 引 城 市 社 会 资 金 流 入 ， 既 可 以 用 于 基 础 设 施 建

设，也可以用于满足个体生产的需要，还可以激发产业

创造力。同时，利用好众筹模式项目规模灵活、产品多

样性等特点，首阳镇可将本地的特色中药材产品、优质

中药材产品、中药材文创产品、中药材跨界联名产品等

作为城镇化众筹项目，既能激发产品创新的积极性，也

能对已经生产、有投放计划的创新产品进行市场测试，

并宣传推广当地特色文化。

积极探索城镇化建设基金。设立多层次、多样化的

城镇化建设专项基金。以国家政策为指导，政府牵头协

调，引导金融机构、实体企业、电商企业积极参与。市

场化运作，减少政府干预，政府扮演好“牵头人”“协

调者”和“监督者”角色，负责制定资格审核标准、监

督政策等，聘请专业基金公司管理运作。同时，政府也

要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制定政策，为城镇化建设的引资、

投资创造良好环境。

（二）引进人才，提升城镇管理能力

实 施 人 才 引 进 计 划 。 人 才 引 进 是 “ 以 人 为 本 ” 和

“以地为本”的有机结合，在人才引进的过程中要做到

“人地互促”，[4]即做到人才特点和地区需求有效结合，

使得人才通过发挥自身所长为地区做出贡献，实现个人

价值，地区为人才提供能充分发挥能力的平台，努力达

到“1+1>2”的效果。同时，完善人才引进的激励机制、

评价机制、管理机制，充分考虑人才的个体差异和个性

化需求，不能简简单单以统一标准“一刀切”。

引进中药材生产和销售人才。围绕中药材产业链，

积极引进中药制药、生物制药、药品生产、食品安全与

工程、电子商务、新闻传播学、物流等专业人才，加强

特色中药产品的生产、宣传和运输等环节。同时，不仅

要 发 挥 人 才 的 专 业 特 长 ， 还 要 鼓 励 年 轻 人 的 灵 感 、 创

意，推动传统中药材产业和其他领域结合，发展具有高

附加值的跨界产品。

引进社会管理人才。根据首阳镇目前城镇管理存在

的问题，重点关注对行政管理、公共管理、企业管理、

服 务 管 理 等 专 业 管 理 人 才 的 引 进 。 通 过 高 素 质 人 才 引

进，着力解决“管理人员不足”“管理人员能力滞后”

等问题，从而推进公共服务全面发展、确保资源要素合

理配置，不断完善城镇功能，进一步提高城镇化水平。

（三）多方共进，打造宜居宜业的小城镇

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首阳镇应将初期获得的融

资投入基础设施建设，保障每年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最低

投资额，保障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稳中有序推进，从“特

色小城镇建设只能依靠产业园的建设来推动”逐步变为

“产业园的发展由特色小镇的城建来推动”。较为完善

的基础设施建设也是未来融资的坚实基础。对于投资人

而言，所投资的地方是否拥有完善的基础设施也是重要

的考虑因素之一，完善的基础设施意味着运输成本的减

少，收益的增加，增加进一步引资的可能，最终形成引

资和基础设施建设相互促进的良好局面。

加快中药材产业升级步伐。推动中药材产业与数字

农业、智慧农业等新业态新产业相结合，提升中药材产

业的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加快中药材产业全产业链建

设，带动上下游产业发展，打造产业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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