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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溪县康养产业发展的路径思考 

李佳琳 

（中共巫溪县委党校，重庆 405800） 

【摘 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贯彻生态文明理念,关键要把绿水青山变现成金山银山。

巫溪县作为国家级贫困县,要实现整体脱贫,应结合本县具体县情,走一条康养产业发展之路。本文将通过梳理巫溪

康养产业发展的前景,分析巫溪康养产业发展的现实优势,最终探究出适合巫溪康养产业发展的具体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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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一书中,第二十二讲“建设美丽中国”指出“一些地方生态环境资源丰富又

相对贫困,更要通过改革创新,探索一条生态脱贫的新路子,让绿水青山变为金山银山”。笔者认为,巫溪县作为国家级贫困县,要

实现整体脱贫,将绿水青山变现成金山银山,应该以巫溪县良好的生态环境为依托,走一条康养产业发展之路。 

1 巫溪康养产业发展的必要性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人们对于过上优质生活的愿望越来越高,追求健康逐渐成为人们生活的一种普遍社会共识。同时,中国

已经进入并将长期处于人口老龄化社会,养老问题已经成为一个重要问题。鉴于此,康养产业作为一种新兴的生态产业应运而生,

发展前景乐观。 

1.1发展康养产业是大势所趋 

习近平总书记很早就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概念。一方面 2016 年 8 月 19 日至 20 日,习总书记参加全国卫生与

健康大会,为康养产业发展绘就出宏伟蓝图。另一方面,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正在加速加深。预计到 2025 年,60 岁以上人口将达

到 3 亿,中国将成为超老年型国家。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已经不能满足社会需求,这就为康养产业带来了巨大商机。在这样的大

政策、大背景下,巫溪应依托良好的生态资源,理性选择康养产业发展道路。 

1.2发展康养产业的前景乐观 

康养产业是 21 世纪的新兴产业,涵盖养老、养生、医疗、文化、体育、旅游等诸多业态,由此可见,发展该产业必定能带动

地区经济进一步发展。之前已经有成功案例作出示范,例如,在国际上的有瑞士的蒙特、印度的普纳、美国的太阳城等。在国内

则有四川“攀枝花康养模式”。在市内也有石柱县以康养破题,走出一条“康养旅游业”引领“大康养产业”模式,目前已收到

良好效果。而巫溪作为一个农业县,借助生态优先的东风发展健康养生,巫溪康养产业的前景乐观。 

2 巫溪康养产业发展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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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溪县之所以适合发展康养产业,主要源于本县特殊的生态优势、悠久的文化底蕴、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线。这些条件都是发

展康养产业所必须具备的基本要素。因此可以说,巫溪是天然的康养胜地。 

2.1巫溪拥有优越的生态优势 

巫溪县地处渝陕鄂三省交界处,既是长江三峡旅游组成部分,又是西安-三峡南北陆路旅游通道的桥头堡和鄂西北进入三峡

的捷径,特殊的地理位置可以吸引南来北往的大量游客。游客来到巫溪后,选择游玩的景区众多,其中包括国家级景区 1个、省市

级景区 4个、县级景区 10 个。截至 2017 年底,全县森林面积 412.5万亩,森林覆盖率 68.3%,排名全市第二。县内四季分明、全

年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名列全市第一。巫溪水资源丰富,县内有大小河流 15 条之多,且均属长江水系。以大宁河为例,河水可以直

接饮用,非常适合养生。这些都足以证明巫溪是真正的“绿水青山”康养之地。 

2.2巫溪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 

文化是旅游的载体,康养产业作为生态地区发展旅游的未来支柱性产业同样需要文化支撑,而巫溪恰好具备深厚的文化底

蕴。巫溪境内有巫盐文化、中药文化和禅宗文化。巫盐文化从唐虞时期开始持续五千多年,中药文化最早可以追溯至上古时期,

禅宗文化也是历经多年,而这三种文化最大的内在联系就是都符合老年人养生修身的需求。这无疑为巫溪康养产业的发展提供了

强大的文化支撑。近年来县委县政府提出建立“林城、宁城、灵城”的战略构想,力求最大限度发挥巫溪生态优势,把巫溪打造

成重庆市内独特的山水名城,这和康养产业发展的主旨不谋而合。 

2.3巫溪拥有天然的资源保证 

从康养产业的产业特征来看,康养产业跟中药材有着紧密的联系,丰富优质的中药材资源能够为康养产业的养生和医疗业态

提供纯天然的资源保证。早在《山海经》里就有记载,清末至民国时期,以“大宁党参”为代表的地道巫溪中药材曾远销日本、

东南亚等地。县域内中药材种类繁多,在全国统一普查的 363种药材中就有 43%产于巫溪。现有 40余种药用植物被列为国家重点

保护物种,因此巫溪素有“天然药海”之称。从 1958 年到 1992 年巫溪中药材曾先后多次获得中药材种植相关荣誉称号,目前巫

溪县也是太极集团在西南片区最大的中药材种植收购基地。 

3 巫溪康养产业发展的路径思考 

巫溪康养产业的发展应以“生态康养”为总方向,以健康中国、乡村振兴、长江经济带等国家战略为契机,以康养促脱贫、

将绿水青山变现成金山银山为目标,努力将巫溪康养产业打造成本县龙头产业。 

3.1合理的规划布局 

一是政府要成立相应的康养产业领导小组。专项研究、统筹巫溪康养产业的具体发展,对巫溪康养产业的战略定位作基本定

调。巫溪康养产业的发展应以“生态康养”为总方向、以“秀美巫溪绿色康养”为要求、采用“医养结合文旅融合”的发展方

式,突出医养、游养两大具体主题,以养身、养心为中心。二是巫溪康养产业应以健康中国、乡村振兴、长江经济带为契机。结

合精准脱贫、污染防治攻坚战和乡村旅游,明确要在“康养+”上下功夫,做到部门联动,举全县之力,推动巫溪康养产业向纵深发

展,以“健康养生”为着力点,主要发展中医理疗、医疗保健、养老服务、养生运动、旅游度假、避暑观光等产业服务,从而形成

“以点带面”的态势,最终辐射带动整个巫溪经济全面发展。 

3.2有力的政府行为 



 

 3 

一是要积极制定关于康养产业健康发展的相关政策措施。在市场准入、财税金融、土地利用、人才培养等方面,加大政策支

持力度,发挥政府引导职能。二是鼓励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发展巫溪康养产业。尤其是要积极鼓励民间投资,借助民间金融的力

量,更快更好地发展巫溪康养产业。三是要转变政府职能。深化“放管服”,使审批服务尽量能够“一扇窗口”搞定。四是整合

各职能部门。集聚众力、合力攻坚,支持康养产业发展,为从事巫溪康养方面的民营企业提供良好的、公平的营商环境。五是整

合乡村振兴、精准脱贫和乡村旅游方面的政策,从而最终实现以产业促脱贫的目标。 

3.3完备的硬件保障 

巫溪要发展康养产业首先要考虑在相关硬件和设施设备上下功夫。一是要改善交通条件。首先,巫溪到主城区的交通道路不

仅要做到四通八达,交通工具的可供选择上还要多样化。其次,本县内的交通道路也要适当地整修加宽,从而达到发展康养产业所

需要的指标。二是大力建设跟康养产业有关的设施设备。这种设施设备的建立一定要和纯粹的发展乡村旅游和农家乐区分开来,

要建设具有医疗保健康复方面的配套设施。同时还要考虑设施的容量,确保能够多的游客开展相应的康养活动,从而使巫溪的康

养产业高质量高起点发展。 

3.4专业的人才培养 

巫溪要发展好康养产业就要强化康养专业人才的培养。一是通过招聘和人才引进机制,吸引、招聘、引进一批康养专业技术

人才;二是引导、鼓励巫溪在外地发展的企业家、乡贤回乡投资发展康养产业;三是鼓励本县医疗卫生从业人员为巫溪康养产业

的发展提供技术服务和业务指导;四是开展诸如康养专业培训、派出锻炼、学习交流等形式,使巫溪康养产业的人才培养进入良

性互动、循环壮大的轨道,从而提升本县康养产业人才队伍专业化水平。 

3.5完好的项目支撑和品牌营销 

调研得知,当前巫溪正在实施的康养项目有且只有两个。分别是由巫溪县人民医院与县民政局、县残联联合建设的“巫溪县

老年养护院和残疾人康复中心”和由巫溪县中医院与县民政局、县残联联合建设的“脑瘫儿童康复中心”。项目少、营销弱已

经成为巫溪康养产业发展的瓶颈之一。一是政府要鼓励、主导和推动更多更好的项目,并且帮助企业打造一批优质品牌。在这个

过程中要尽量发挥好巫溪的地区资源优势,从而形成巫溪康养产业发展的大好局面。二是在进行品牌营销的时候,要注意融入巫

溪本土的地域文化,文化是根,只有有文化的东西才具有持久的生命力,才能够真正吸引游客。因此,诸如“胡老二牛肉干”“巫

溪清脆李”“蒲莲蜜柚”等巫溪本地品牌,要更多地思考如何融入巫溪文化,以文化带动品牌升级上档。 

总之,巫溪发展康养产业可谓大势所趋、前景广阔,只要思路清晰、合理规划、措施得力、统筹推进,相信巫溪康养产业的发

展一定大有可为,以康养促脱贫、将绿水青山变现成金山银山的目标也一定能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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