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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意正浓，大余丫山色彩斑斓美如画。10月下旬，粤港
澳大湾区 200家旅行社负责人齐聚丫山，走康养之旅，宿诗
意山居，谈旅游合作。

受疫情影响，目前丫山游客接待量只有去年同期一半，
得益于康养消费的大幅增长，旅游收入却达到了去年同期
水平。不仅是丫山，我省康养型景区均有不错的表现。

视野再放大，跳出江西放眼全国，在“健康中国”国家战
略背景下，发展旅游康养产业已成为旅游经济的新亮点，全
国各地已是风起云涌，有群雄逐鹿之势。

风 起

当前，旅游康养产业着实火热。受国家顶层设计的推
动、消费市场的刺激，全国各地都在积极发展健康旅游产
业，旅游康养成为各地重要布局方向。疫情发生后，人们对
健康出游的需求更加迫切。

万亿级市场正在苏醒，各地布局已经开始。大好趋势
不等人，早动手则占有先机，迟则错失良机。观大势，明大
势，谋大事。省委书记刘奇在去年省政协“关于大力提升江
西5A级旅游景区影响力”的调研专报上明确批示，我省旅游
康养产业大有文章可做。省政协雷厉风行将“提升我省旅游
康养产业发展水平”列为今年专题协商课题，成立了一支由
省政协副主席谢茹为组长，既有政协委员也有职能部门负责
人，既有专家学者也有景区负责人参加的调研组，就我省做
好“旅游+康养”文章，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为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强化绿色引擎建言献策。

受疫情影响，调研组前期搜集研究了大量材料，并先后
组织召开了 6次座谈会，共同探讨。今年 5月份，疫情形势
向好，调研组就马不停蹄先后赴抚州、宜春、赣州等地调研。

在调研报告初稿出炉之后，9月29日，省政协在南昌召
开“旅游康养产业发展”专题协商会。会上，省政协主席姚
增科表示，要高质量完成好省委交办的“命题作文”，对接

“编制我省‘十四五’规划若干重点问题”协商课题，提好提
实旅游康养产业有关发展目标、定位和重点区域、项目等方
面意见建议，助推我省旅游康养产业迎来大发展的春天。

观 己

观己观什么？既观优势，也观不足。
发展旅游康养产业，并非另起炉灶，而是贵在转化。总体

看，我省发展旅游康养产业既有诸多优势，也面临很多不足。
目前，江西旅游康养产业已露端倪。主要有三种类型：

一是依托温泉发展起来的温泉旅游康养，如明月山温汤镇、
庐山温泉镇、会昌和石城的温泉小镇等；二是依托良好的生
态环境发展起来的森林旅游康养，如大余丫山、铜鼓汤里
等；三是依托凉爽的气候条件发展起来的夏季避暑旅游康
养，如庐山避暑、靖安白沙坪避暑等。

虽然声势已起，但目前全省旅游康养产业发展还处在
起步阶段。

秋入赣鄱，气温走低，以漂流为主打的资溪大觉山景区
结束了一年中的游客高峰期，游客寥寥。一年之计在于

“漂”，大觉山短板明显。不仅是大觉山，三清山等
5A级旅游景区，“康养”元素植入不够，“旅游+

康养”尚未真正形成，进入秋冬季节，便开
始了一年的淡季。这反映了一个普

遍性问题：江西拥有良好的生
态资源，但向旅游

康养产业转化不够。
10月19日，小雨初霁，记者漫步明月山温汤镇街头，常

遇到说着不同方言的外地人。在这个小镇上，有 8000多户
外省人买房长住，占常住人口一半以上。明月山上沐山风，
温汤镇上泡温泉。在他们眼里，这里就是一块“养病、养生、
养心”的好地方。然而，在江西，像这样的度假区太少了。
温泉旅游基地、国家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区、热敏灸小镇、
国家森林康养基地……我省发展旅游康养产业的平台载体
多，但普遍人气不旺、经营效益较差，对相关产业带动能力
较弱。

谈到中医药，绕不开江西。江西中医药文化历史悠久，
中国古代四大地方医学流派中有“一个半”发源于江西，樟
帮、建昌帮名扬天下，中医药产业已连续多年位居全国“第
一方阵”。然而，中医药文化普及还不够，“中医生活化、生
活中医化”氛围不浓，中医药康养没有走进人们生活，特别
是以中医药为主的旅游康养基地基本没有成型。资溪等地
的“热敏灸小镇”，定位为扶贫项目，与旅游康养关联度低，
名曰“小镇”，实际上只是一栋热敏灸“小楼”。

十月到龙虎山，秋色别样美。细心的游客会发现，景区
在造花海、办音乐节、登山赛等方面着力颇多，但较少开展

“道文化”活动。相比之下，湖北武当山把“道文化”做成了
一个“山上养心、山下养身”的国际品牌，成为全国著名的道
教养心养身基地，游客去武当山，大多是冲着“道”而去的。
当然，这不是龙虎山一家的问题，全省各地以文化为主题的
旅游康养项目发展普遍比较滞后。江西文化底蕴深，但从
目前情况看，各地对深厚独特的文化挖掘不深、创意转化不
足，与旅游康养结合不紧密，缺乏有影响的文化度假区、国
学体验基地等。

探 因

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探寻这些现象的背后，调研
组认真仔细分析了原因。

靖安县中源乡因海拔较高、空气质量好，成为远近闻名
的避暑胜地，每年夏天，有来自南昌等地的几万人避暑度
假。由于缺乏统一规划，没有门槛要求，当地旅游康养产业
呈现散乱和无序发展状态。究其原因，是各地在发展“旅
游+康养”过程中，缺少规划引领。所幸的是，我省前不久出
台了规范发展民宿的意见，对民宿业带来良好发展契机。
但在省级层面还缺乏旅游康养产业发展规划，缺乏统筹全
省、突出特色差异发展的顶层规划布局，缺乏统一的标准和
产品体系建设。比如，江西温泉业也存在类似问题。天沐
温泉在江西温泉业界响当当，但目前存在“运营成本高”“淡
旺季明显”“客源单一、产品单一”“康养营销推广不足”等痛
点。这其实也代表了江西温泉业的困惑：全省温泉数量多、
品质好，但普遍名气不大、经营效益不好。

资溪、婺源、武宁等地生态资源优越，但旅游康养产业
基本处于弱、小、散状态。这反映了我省旅游康养产业的另
一个问题：缺少龙头企业。全国投资超百亿元的大型康养
项目，到去年底已达到20多个。但鲜见我省投资数十亿元
的旅游康养项目落户，难以形成规模效应、集聚效应、带动
效应。

初见婺源阅徽堂，飞檐翘角、雕刻精致、门楼典雅，徽派
气息扑面而来，今年一开业就受到游客欢迎。不仅是阅徽
堂，如今当地拥有民宿 700余家，形成了高端古宅民宿产业
集群效应。但即便如此，相比浙江莫干山民宿、安徽黄山民
宿，婺源民宿也有明显差距。我省旅游康养项目大多浮于

“好山好水”的视觉体验。因此，不少人发出“江西旅游康养
产业缺少优秀品牌”的感慨。

今年6月，浮梁县燕栖汉唐文旅康养项目正式签约。这
个项目投资50亿元，是我省今年少有的几个落了地的康养
项目之一。旅游康养项目投入大、见效慢，但在基础设施、
土地政策、融资等方面，有关部门还没有出台相关扶持政
策，投资商存在不敢投、不愿投的顾虑。

问 道

观己，还要观人、观天下。观天下观什么？主要还是

为了学鉴。
为了在多见世面中别开生面，调研组走出江西，赴外省

实地考察学习旅游康养的先进做法。
调研路上，不管是省内还是省外，每个人始终以普通游

客身份参与，开展“体验式、沉浸式”调研，每到一地，都要
与当地政府部门、景区负责人面对面座谈交流，务求把每个
景区的情况摸清摸透，为的就是观人所长，学人所长。

10月20日，调研组来到成都市温江区依田村。走进这
个田园，水田花鸟草一应俱全，农民在景区耕作，如同一个
微缩的田园世界，令人耳目一新。这是温江区目前面积最
大、投资最多的农商文旅体养融合项目之一，拥有高端康
养、特色民宿、稻田温泉、都市农业、田园游乐等众多业态，
今年4月开业后就成为游客网红打卡地。

这是四川在田园旅游康养方面所作的尝试和努力。相
比于此，四川在“森林康养”方面积累的经验和取得的成绩
更令人关注。2015年，四川学鉴国外理念，在全国率先提出

“森林康养”的概念。2017年，四川省将“森林康养”纳入顶
层设计，写进省委省政府1号文件，并出台发展森林康养产
业实施方案。目前，四川森林康养在全国独树一帜，全国有
70%以上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在借鉴四川做法。

10月21日，调研组来到眉山市洪雅县七里坪国际旅游
度假区调研。这座在万亩森林之间生长而出的康养之城，
用诗意的“半山桃源生活”，吸引了国内外游客纷至沓来。
虽是工作日，道路两旁汽车排起长龙，一派兴旺的景象。
经过十几年的经营，度假区一点一滴从图纸走向现实，如
今主要聚焦抗衰老健康产业，引进国内外先进医疗机构入
驻设立抗衰老研究基地，实现从旅游度假到健康养生的转
型升级。

为避免产品雷同，四川支持各地打造凸显“川军”特色
的森林康养品牌项目。和七里坪同处洪雅县的玉屏山森林
康养基地则更注重“静”“动”双区，让游客既可在“静区”静
心养气，又可在“动区”体验户外运动。

繁荣是表象，究其背后，是眉山市发展旅游康养产业的
苦心经营。除了高规格规划，差异化发展，实施品牌战略
外，还注重招强引优，“不是优资本不要，不是好项目不要”，
近年引入5个超百亿元的大旅游项目落户，聚力发展旅游康
养产业。近6年，该市还累计安排旅游发展专项资金2亿元
支持洪雅县旅游康养产业发展。因此，才有了洪雅县旅游
康养产业今日之局面。

四川只是调研组走出江西学习的第一站。放眼全国，
康养旅游方兴未艾。江西旅游康养产业要实现高质量跨越
式发展，可学可做的有很多。学什么？浙江省突出功能和
特色，打造旅游康养小镇，形成旅游与康养的消费集聚；海
南的医疗旅游、疗养度假等已成为“候鸟老人”的康养家园；
湖北省依托道教文化，重拳打造武当国际品牌，推进文化旅
游康养产业加快发展……这些都是我省学习的对象、追赶
的目标。

建 言

江西发展旅游康养产业的意图，已是“切切”之态。但
如何让梦想照进现实？主要是几个关键词：顶层设计、品
牌、机制。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我省应该将旅游康养产业发
展融入全省大健康产业集群发展的总体布局之中，明确旅
游康养产业发展指导思想、发展定位、发展目标、发展重点
与主要任务。”这是调研组的共识。大家一致认为应将旅游
康养产业内容纳入“十四五”规划之中，同时研究出台支持
旅游康养产业发展的财政、金融、税收、土地等相关政策。

秋已深，冬将至，又到了泡温泉的好时节。江西是地热
资源大省之一，温泉点总数位居全国第六。调研组建议，
在温泉资源比较集中的赣州、宜春、九江等地，根据温泉
分布和品质特点，引进战略投资者，实施一批提升改造项
目，着力打造几个有特色、在全国有影响力的温泉康养基
地或小镇。

蛇无头不行，鸟无翼不飏。发展旅游康养，要着力打造
一批有江西特色的旅游康养基地和在国内外有影响力的品
牌。除了温泉业，可以结合资源优势，围绕避暑、文化、森林

生态、中医药、体育运动等主题，打造一批不同主题、各具特
色的旅游康养基地。

霜降过后，庐山层林尽染，游客如织。山上赏红叶，山
下泡温泉，山下温泉也迎来了一年中最热闹的时期。我省
应握紧拳头，重点建设 2~3 个国内外有影响的旅游康养品
牌，引领行业，其中之一就是“把庐山建成全国一流的旅游
康养高地”。庐山作为世界上著名的旅游胜地，文化底蕴深
厚，可以形成夏天山上避暑、冬天山下泡泉的旅游康养格
局。庐山可以学习借鉴海南发展医疗旅游的经验，积极引
进高端医疗机构、康复诊疗医院，大力发展热敏灸、推拿等
中医药项目，真正使其成为全国一流的旅游康养好去处。

当前江西旅游康养产业发展，还存在共推合力的障碍，
亟待建立旅游康养产业协调推进机制。旅游康养产业发展
前景广阔，可以纳入文化和旅游业“链长制”，加强统筹调
度，及时研究解决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用地难”，是旅游康养企业发展的一个关键“痛点”，因
为现行城乡土地管理法规政策无法灵活适配旅游康养用地
诉求。“现在全国很多地方都出台了点状供地政策，实践表
明，点状供地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这是不少旅游
康养企业的期待。此外，业内人士也表示，要认真研究旅游
康养发展模式，项目要“弱地产化、去地产化”，否则容易私
有化。

旅游康养产业涉及面广，要创新体制机制，最大限度释
放发展潜能，同时还要强化营销策划，打响江西旅游康养品
牌；创新金融服务模式和产品，着力破解旅游康养企业融资
难问题；建立完善旅游康养产业发展的人才、医疗保障机制。

借力好风，一纵青云。江西发展旅游康养正当时。
（省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对此稿有贡献）

名词解释

2016年1月，原国家旅游局发布《国家康养旅游示
范基地标准》，将康养旅游定义为：通过养颜健体、营养
膳食、修心养性、关爱环境等各种手段，使人在身体、心
智和精神上都达到自然和谐的优良状态的各种旅游活
动的总和。

景区声音

丫山十三年磨一剑，走上了一条融“乡村休闲、森
林康养、山地度假”为一体的特色旅游发展之路。结合
丫山发展实践，我们建议：一是由政府指导，成立整合
旅游康养上下游的行业协会，制定旅游康养有序发展
的行业标准。二是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做到供给侧和
需求侧双向发力。三是引导景区设立少儿研学课堂、
精英团建营地、老年大学等全龄化康养的机构，打造样
板。四是设立江西康养专家库，促进教育、康养、休闲
进一步融合。

——大余丫山旅游度假区总裁唐向阳

专家观点

“旅游+康养”涉及跨界跨行业，需要形成跨界机
制，发展旅游康养产业，需要加强与卫生、教育、体育、
农业、林业等部门的联系与合作，而目前这些部门的

“正规军”均没有入场，旅游康养产业市场存在鱼龙混
杂现象。“旅游+康养”，无疑是传统景区转型升级的新
途径，建议从重点景区政企分离、精研重点景区IP、扶
持短板企业、引进重点项目等4个方面展开。

——江西财大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曹国新

武功山高山徒步。彭学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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