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建全国特色城镇

特 色
楚雄是彝族的集聚地、彝族

文化的发祥地，楚雄州是中

国 30 个少数民族自治州之

一，也是全国 2 个彝族自治

州之一。彝族拥有自己的语

言、文字、历法、创世史

诗、药典和服饰，具有丰富

独特的民族文化。

生 态
依山就势，合理布局“一水两

污”等基础设施和风情建筑等

硬件建设，最大限度地保护原

有的自然山水及景观资源，在

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产业

开发与生态保护和谐共建、互

利共赢。

楚雄彝人古镇
位置：楚雄州楚雄市

投资总额：30.37 亿元

产 业
1. 产 业 定 位 ： 以 彝 文 化 为 核
心；拥有“1（彝）+X”系统
性的生态产业链体系作为支柱
产业，具备“能够感知彝文化
历史、体验彝文化当下、创想
彝文化未来”三功能的全国一
流楚雄州“中国彝乡小镇”。
2.发展目标：创建全国一流的
特色小镇，争做彝文化产业全
国第一镇。
3.产业业态：一是传承弘扬彝
族 传 统 赛 装 节 ， 培 育 壮 大
“布”产业。二是依托紫溪山
风景区开发建设，培育壮大旅
游产业。三是发培育壮大以高
原体育训练、民族体育传承等
为重点的体育运动产业；四是
依托彝族服饰、彝族刺绣等培
育壮大商贸会展产业。
4. 项 目 支 撑 ： 民 族 赛 装 演 艺
馆、火把广场、民族服饰博览
城、彝族体育馆、彝族文化探
索体验基地、彝医彝药康体养
生养老中心、彝人特色民居、
彝绣生产基地等。

联系单位：云南省沪滇合作促进会

联 系 人：崔焕兴、鲁晋

联系电话：18988295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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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址：云南·昆明西山区怡景路2号



创建全国特色城镇

易 达
1.航空：距规划建设中的

楚雄机场约 11 公里。

2.铁路：距楚雄北站（高

铁）仅 5 公里。

3.公路：距楚雄市中心城

区仅 2 公里，对外，通过

杭瑞高速、广大铁路、弥

楚高速、楚永高速，可以

实 现 与 昆 明 、 大 理 、 丽

江、攀枝花等地的便捷互

联互通。

宜 居
1.加强滨河绿化带建设，重点打

造彝人生态绿地、公园、广场，

为小镇居民提供生态休闲场所。

2.重点配套完善小镇的污水处理

设施、垃圾中转站、消防、安防

设施等。

智 慧
推动小镇智慧和信息化建设，

实现小镇免费 WIFI 网络体系

全覆盖。

成 网
加强与楚雄州光禄古镇、

侏罗纪小镇、大理州和昆

明 市 特 色 小 镇 的 相 互 连

接。

工 作 基 础
彝人乐赏舞台片区民族赛装演艺

馆及火把广场概念规划、彝人乐

活康城片区概念规划已编制完

成。

下一步工作重点
政企协同推进，在规划建设及

运营策划方面全方位推进小镇

的规划、建设、营运。加大产

业项目的谋划。



创建全省一流特色城镇

特 色
历 史 悠 久 ， 文 化 厚 重 ， 有

“ 一 座 姚 州 城 、 半 部 云 南

史”之说。滇中地区规模最

大、保存最为完整的古代建

筑群龙华寺。有全国独一无

二的古代风水城镇规划布局

回形街。有全国唯一的卧式

铜像—高奣映睡像。有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花灯和小

邑拉花等。

生 态
光禄古镇在光木山和高陀山之

间，有大康郎菁，溪水常年不

断，经古镇流入蜻岭河。古镇

青山环绕，绿树成荫。结合光

禄古镇的地形特征，全面推进

生态环境建设。一是实施光木

山、高陀山绿化工程，绿化面

积达 85%以上；二是完善小镇

污水、垃圾等处理设施，确保

废物全部处理。

光禄古镇
位置：楚雄州姚安县

投资总额：35 亿元

产 业
1.产业定位：以悠久厚重的历

史文化为依托，大力发展文化

旅游产业，拓展推动高原现代

农业观光，农产品精深加工、

旅游产品加工业的产业链良性

发展，打造一、二、三产互动

发展的创新型文旅特色小镇。

2.发展目标：到 2019 年，接待

国内游客 70 万人次以上。

3.产业业态：文化旅游、休闲

观光农业等。

4.项目支撑：古镇保护建设项

目、市政基础设施等项目。

联系单位：云南省沪滇合作促进会

联 系 人：崔焕兴、鲁晋

联系电话：18988295667

                 18901128112

地       址：云南·昆明西山区怡景路2号



创建全省一流特色城镇

易 达
光禄地理区位优势明显，

交通便捷。光禄地处古代

西 南 丝 绸 之 路 的 必 经 之

地，右邻滇池左毗洱海。

这里东距省会昆明 230 公

里，距州府楚雄 78 公里，

北距四川省攀枝花市 190

公里。西距滇西重镇大理

200 公里，地处昆明，攀

枝花和大理三个大中城市

的节点位置，南永公路越

境而过。

宜 居
1.实施光禄垃圾处理场、污水处

理厂、集镇供水项目和配套绿

化、亮化、美化、通信、供电、

给排水等工程。

2.加快推进古镇东关新区建设，

建设新游客接待中心，筹建姚安

县博物馆、花灯广场等项目。

智 慧
建 成 公 共 服 务 APP ， 实 现

100M 宽带接 入和 WIFI 全覆

盖。推进智慧旅游信息平台建

设 ， 运 用 大 数 据 实 现 智 慧 旅

游，使光禄古镇融入全国智慧

旅游信息网络平台之中。

成 网
光禄古镇位于滇西北黄金

旅游线的辐射区和楚雄滇

中 环 州 旅 游 线 的 重 要 节

点，在下步工作中，将进

一步推进与楚雄州“彝人

古镇—咪依噜风情谷—姚

安光禄特色小镇—大姚石

羊 古 镇 、 三 潭 — 永 仁 方

山—攀枝花”历史文化旅

游黄金线进行串连，使之

成为滇西北黄金旅游线的

有机组成部分和重要滇中

环州旅游线的重要景区。

工 作 基 础
已完成一、二期开发，城镇基础

设施基本完善。

下一步工作重点
1.继续弘扬传播光禄古镇的历

史文化，进一步推进光禄古镇

文化旅游产业发展。

2.继续加大古镇旅游开发和建

设投入。

3.进一步完善古镇旅游服务功

能。

4.进一步加大对外宣传促销的

工作力度，不断提高光禄古镇

文化旅游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

力。



创建全省一流特色城镇

特 色
世界恐龙之乡、远古生物摇

篮、腊玛古猿故里，承载着

古生物、古人类、古文化。

生 态
切实加强生态环境建设。一是
在项目核心区深入实施城乡人
居环境改造提升行动，通过改
路 、 改 房 、 改 水 、 改 电 、 改
圈、改厕、改灶和清洁水源、
清洁田园、清洁家园“七改三
清”行动，使项目实施地阿纳
村人居环境明显改善。二是积
极实施施植树造林计划。切实
加 强 辖 区 森 林 保 护 ， 严 禁 砍
伐，护林防火，积极实施植树
造林，使项目地近山面山造林
增绿添美。三是实施包括观景
台、河道治理、生态绿化、旅
游 标 识 标 牌 、 牌 坊 的 环 境 整
治，实施包括绿化树、太阳能
路灯等项目的绿化美化工程；
实施包括旅游公厕、垃圾车、
垃圾收集房、垃圾箱等项目的
垃圾处理设施。通过以上三项
措施，确保项目建设与环境保
护同步进行。

侏罗纪小镇
位置：楚雄州禄丰县

投资总额：36 亿元

产 业
1.产业定位：建设成为国内知
名 的 恐 龙 文 化 体 验 旅 游 目 的
地。
2.发展目标：实现企业主营业
务收入年均增长 25%以上，税
收年均增长 15%以上，就业人
数年均增长 15%以上。
3.产业业态：以文化旅游产业
为核心，以“恐龙文化＋”的
产业发展模式，发展恐龙文化
主题公园、影视动漫 IP、打造
以 恐 龙 文 化 为 核 心 的 科 普 教
育、文化创意、休闲度假养生
相关产业、农牧业体验式旅游
等多种业态齐头并进的旅游小
镇。
4 项 目 支 撑 ： 侏 罗 纪 时 空 乐
园、科考博物馆区、文化创意
园区建设、休闲度假产业区、
观光农业体验区等。

联系单位：云南省沪滇合作促进会

联 系 人：崔焕兴、鲁晋

联系电话：18988295667

                 18901128112

地       址：云南·昆明西山区怡景路2号



创建全省一流特色城镇

易 达
位于“昆明-楚雄-大理-丽

江-香格里拉-昌都”滇川藏

黄金旅游线第一站。境内

铁路、公路纵横交错，交

通路网密集，具有方便快

捷的铁路、公路优势。距

省会昆明 70 公里，属于昆

明“1 小时经济圈”。

宜 居
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上将重点融入恐龙文化元素，突

出区域性和文化底蕴。侏罗纪特

色小镇项目将实施的基础设施和

公 共 服 务 设 施 主 要 有 5 个 方

面：一是道路设施建设。二是市

政基础设施建设。三是旅游配套

设施建设。四是侏罗纪主题广场

建设。五是停车场建设。

智 慧
拟建设包括旅游网站、旅游网

站维护、开展电子政务、电子

商务、网络促销、信息化服务

等 内 容 的 文 化 旅 游 信 息 化 工

程。

成 网
小镇位于云南省东西交通

大动脉咽喉位置，交通四

通八达，与禄丰“温泉度

假片区、盐文化片区、西

河旅游区、东河恐龙湖片

区、五台山片区、土官片

区 ” 等 周 边 景 区 互 联 互

依，产生景区联动，最终

实现“全域旅游”，联动

发展。

工 作 基 础
正在开展小镇总体规划和修建性

详细规划编制工作。

下一步工作重点
1.抓好招商引资。

2.加强领导，建立坚实稳定的

项目实施协调机构。

3.着力培强以恐龙文化为核心

的主导产业发展。



创建全省一流特色城镇

特 色
南 华有 290 多 种野 生 食 用

菌 ， 占 全 国 930 多 种 的

31.2%，占全省 670 多种的

43.3%，占楚雄州 300 多种

的 96.7% ， 有 “ 野 生 菌 王

国”“中国野生菌之乡”等

美誉。特别是被誉为“国际

第一名菌”的松露在南华分

布广泛。

生 态
通过发展松露产业，能促进南

华县域封山育菌，促进对森林

植被的保护，提高松露产量。

松露小镇建设对污水、垃圾处

理设施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布

局，对县城城市功能提升具有

十分重要的作用。小镇建设，

将采取最先进的环保理念，突

出 生 态 宜 居 ， 严 把 生 态 红 线

关，努力将环境影响控制在最

低水平。

南华野生菌小镇
位置：楚雄州南华县

投资总额：33.7 亿元

产 业
1.产业定位：建成为“全国最
大 的 松 露 产 品 研 发 交 流 中
心”、“全国最大的松露加工
生 产 及 产 品 交 易 集 散 地 ” 、
“以松露文化为主题的旅游目
的地”。
2.发展目标：到 2019 年，小镇
主营业务收入年均增长 25%以
上 ， 企 业 主 营 税 收 年 均 增 长
15%以上，就业人数年均增长
15%以上。
3.产业业态：野生菌生产、加
工、销售、农业体验旅游等。
4.项目支撑：松露深加工基地
建设项目、松露产业服务体系
建设项目、松露小镇松露文化
体育设施建设项目、松露养生
主题乐园建设项目等。

联系单位：云南省沪滇合作促进会

联 系 人：崔焕兴、鲁晋

联系电话：18988295667

                 18901128112

地       址：云南·昆明西山区怡景路2号



创建全省一流特色城镇

易 达
320 国道、杭瑞高速、广

大铁路、楚南一级公路，

南永二级公路南景公路穿

境而过。交通网络四通八

达，基础设施健全，交通

优势明显。

宜 居
主要建设原水输水管道，新建日

处理 5000 立方米 水处理厂一

座，架设生活配水管网，工业配

水管网；建设县城至小镇及小镇

道路地下通信、电力、供排水系

统综合管网；规划建设小镇路网

10.2 公里；河道堤防 3 公里，

新 建 2 座 污 水 处 理 站 、 停 车

场、花海地景、生态水廊、旅游

厕所、游路；打造菌王山标志性

景观；建设医院、学校、体育健

身场所、便民服务中心等公共服

务设施。

智 慧
实现小镇 wifi 全覆盖，结合网

络电商、信息港、金融工具、

远 程 交 易 等 多 重 机 制 ， 形 成

“虚实合一”、“线上到线下

(O2O)”、“实体-金融”共同

整合的新交易体系。

成 网
小镇位于云南省东西交通

大动脉咽喉位置，交通四

通八达，形成与大理、普

洱、丽江等著名景区相连

的交通网络。

工 作 基 础
1.2015 年 11 月野生 菌产业园

区产业策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编

制完成并通过州级评审。

2.积极与国土部门联系，开展土

地调规协调工作。规划创建的松

露小镇区域现状已完成路网建设

2 公里，已完成污水处理厂 1

座。

下一步工作重点
1.合理布局、有序推进松露科

技园、松露精深加工区、松露

文化体验区，探索建设松露博

物馆、松露养生园等建设。

2.引导和鼓励松露加工企业加

大科技投入，研发新产品，提

升产品附加值，增强企业的市

场竞争力。

3.结合民族文化、自然资源等

优势，大力发展野生菌松露工

艺品、镇南月琴、彝族刺绣、

彝族服饰等特色旅游商品制造

业。努力把松露小镇建设成为

南华的休闲旅游地。

4.以“中国·南华野生菌信息

港”为龙头，加快建设现代物

流信息平台，大力发展电子商

务。



创建全省一流特色城镇

特 色
170 万年前“元谋人”门齿

化石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

的直立人化石, 将我国人类

史 在 “ 蓝 田 人 ” 、 “ 北 京

人 ” 的 基 础 上 向 前 推 进 了

100 多万年。

生 态
坚持绿色发展，建设过程中，

运用先进的环保理念，以合理

的施工管理，结合当地的施工

条件，把对周边的影响降低到

最小。以保护生态环境为目标

之一，注重水土保持和环境营

造，项目的实施有利于保护和

改善自然环境。

“元谋人”远古小镇
位置：楚雄州元谋县

投资总额：39.45 亿元

产 业
1.产业定位：以“元谋人”文
化旅游为核心，形成集文化创
意、养老养生、观光体验式农
业、互联网+服务业等全产业链
于一体，打造文旅互融、城旅
互融、旅游惠民的 4A 级景区。
2.发展目标：到 2019 年，小镇
的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含个体
工商户）年均增长达 25%，税
收年均增长 15%，就业人数年
均增长 15%。
3.产业业态：集观光、度假、
娱乐、科普、探险等多类型多
层次的产业体系。
4.项目支撑：东方古人类养生
园区、东方古人类文化园、远
古温泉度假区、远古开心农场
等。

联系单位：云南省沪滇合作促进会

联 系 人：崔焕兴、鲁晋

联系电话：18988295667

                 18901128112

地       址：云南·昆明西山区怡景路2号



创建全省一流特色城镇

易 达
小镇所在地的元谋县具有

良 好 的 交 通 条 件 ， 境 内

108 国道、G5 京昆高速从

县城穿过，成昆铁路纵贯

全 境 。 项 目 区 至 县 城 有

4.2km 的凤凰大道连通，

正在建设的成昆铁路扩能

提升工程中-元谋西站距离

项目区不足 1km，“十三

五”期间建设的元谋县军

转 民 用 机 场 至 项 目 区 约

10km。

宜 居
完善小镇道路、供水、供电、排

污、垃圾处理等市政基础设施和

教育医疗、商业娱乐、文化体育

等公共服务设施，改善人居环

境。

智 慧
建 成 公 共 服 务 APP ， 实 现

100M 宽 带 接 入 和 公 共 WIFI

全覆盖。

成 网
元谋地处昆明、攀枝花、

楚雄文化旅游“金三角”

地带的中心，是滇中、滇

西和攀西三个经济圈的交

汇区，属于“滇中大昆明

国际旅游区”和昆明、大

理、丽江等大香格里拉旅

游经济圈范围，小镇建设

有利于助推元谋与周边旅

游区的对接。

工 作 基 础
1.已经完成各类可研、规划编

制，取得建设用地 900 余亩。

2.完成了核心区酒店、养老中

心、游客接待中心等项目。

3.配套了完善的道路、给排水及

停车场等功能。

下一步工作重点
1.抓紧推进重点项目实施。

2.拓宽投融资渠道，多渠道筹

措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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