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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宁河流域康养旅游产业带建设研究 

熊金银 胡金朝 郭秋滟
1
 

（西昌学院，四川 西昌 615013） 

【摘 要】：康养旅游作为新时代旅游业中一种新业态、新产品，满足了消费者对美好生活、健康养生的时代需

求，成为如今旅游行业发展的新宠。康养旅游有机地将健康养生与旅游融为一体，逐渐成为中老年人和亚健康者旅

游的首选。安宁河流域具有丰富的阳光气候、氧生森林、度假温泉、优美湿地、文旅乡村、体育休闲等康养旅游资

源，发展康养产业潜力巨大。流域内各县市应在政府引导、品牌培育、基础设施、宣传营销、人才建设、区域合作

等方面整合资源，协同发展安宁河流域生态康养河谷走廊，整体构建康养旅游产业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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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康养旅游示范基地标准》LB/051—2016 中明确表示，康养旅游是通过养颜健体、营养膳食、修心养性、关爱环境等

各种手段，使人在身体、心智和精神上都能达到自然和谐的优良状态的各种旅游活动。康养旅游越来越受到消费者青睐，需求

端，随着中国逐渐步入老龄化社会，中老年人群更倾向于康养旅游；供给侧，发展康养旅游产业，优化产业结构，促进特色小

镇、美丽乡村建设，带动地方经济发展。 

1“康养+旅游”的时代发展与需求趋势 

2010 年，攀西地区攀枝花市在全国率先提出“康养”的概念，康养产业不断壮大，产业业态不断丰富，产业结构不断转型

融合，如“康养+农业”“康养+工业”“康养+医疗”“康养+运动”“康养+旅游”。康养旅游正是在这一时代新需求下迅速发

展，由小到大，由原来依附于休闲度假产品中到现在的独立业态和投资风口。康养旅游是健康养生与旅游融合发展的新业态，

随着“健康中国”上升为国家战略，发展空间巨大。据预测，未来 5年康养旅游的年复合增长率有望达到 20%,2020年市场规模

将达到 1000亿元左右。 

2 四川第二大平原——安宁河流域区位 

安宁河是雅砻江下游左岸最大支流，清代始名安宁河，河长 326km，流域面积 11150km2。发源于四川省冕宁县东小相岭记牌

山，流经凉山州的冕宁、西昌、德昌三县市后，入攀枝花市境内，流经米易县，后成为米易县与盐边县部分界限，最后于米易

县得石镇（盐边县桐子林镇火车站以北 2km）汇入雅砻江。安宁河谷自然条件优越、资源禀赋独特，是四川省内仅次于成都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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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二大平原，发展条件好、人口和城镇分布密集、产业集中程度高，特色产业初具规模。 

3 安宁河流域康养旅游产业资源现状评析 

安宁河谷生态本底好，风景优美，具有山、水、林、田、湖等多元的生态与景观要素。不仅有横断山脉、螺髻山、泸山等

群山环绕，森林覆盖率超过 50%，且支流众多、水系丰富，具备康养旅游产业一体化联动发展的良好潜质。 

3.1阳光气候 

安宁河流域海拔在 1500～2000m 之间，年均气温在 17℃～20℃左右。由于气候和海拔的关系，安宁河流域日照十分充足，

年日照时长超过 2000h，即年日照天数达 250天以上，四季如春，阳光明媚，非常适合建设国家级康养基地。安宁河谷地区具有

独特的光热优势，气候舒适、光照充足、空气质量好，出产大量优质高原农产品，如西乡葡萄、樟木樱桃、兴胜草莓、米易枇

杷、德昌桑葚等，发展特色农业、康养旅游等前景广阔。 

3.2氧生森林 

森林康养是康养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森林景观、森林环境、森林食品及生态文化为主要资源和依托的一种旅游活动，

如森林浴、森林休闲、森林度假、森林运动、森林教育、森林疗养等。安宁河流域拥有丰富的森林氧生资源，森林面积达 39.17

万 hm2，有灵山、螺髻山、泸山、姑姑山等森林公园，有全国保存面积最大、最成功的东西河飞播林区，丰富的森林资源是长江

上游生态屏障和四川省三大重点林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德昌角半沟森林公园入选全省“网络推选最具潜力森林康养目的地”。

冕宁灵山森林康养基地和大桥小村沟森林康养基地被确定为第二批四川省森林康养基地。西昌大箐林场森林康养基地、西昌安

哈森林康养基地被批准为第三批四川省森林康养基地。2017 年，德昌县永郎镇入选四川首批省级森林小镇。丰富的森林资源对

保持生态平衡、推动山区精准扶贫、生态环境改善，森林康养产业发展上能发挥巨大的作用。 

3.3度假温泉 

健康养生是温泉旅游消费者的主要需求，温泉富含多种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被视为对人体健康具有特殊保健疗效的神奇之

水。安宁河流域地热资源丰富，如漫水湾镇庆林温泉，采自地下 1800m，井底温度 52℃，是极为罕见的 100%纯天然高浓度氯化

钠矿温泉，既是医疗温泉，又是医疗矿泉，是名符其实的双料温泉。温泉含有溴、碘等 13种矿物元素，占人体健康微量元素种

类的 86.5%，具有医疗保健作用。冕宁灵山温泉取自 2000m深温泉井的泉水，水中富含锂等微量元素，其中锂元素在改善造血功

能，提高人体免疫机能有着极大的作用。还有如礼州红莫温泉、西昌川兴温泉、氡泉花园、德昌凤凰阳光温泉、米易温泉等。

温泉中饱含的各种矿物质不仅对人的皮肤和关节都有良好的保养功效，还可以增进身体健康、驱除疲劳，令人精神焕发，达到

健康疗养的目的。 

3.4优美湿地 

西昌邛海国家湿地公园是具有较高生态价值的高原湿地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城市湿地公园，湿地总面积约 1400万 m2，具

有涵养水源、调节城市小气候、净化水质、提供动植物栖息地和生态景观的多重功效，为广大市民游客提供了康养度假、休闲

健身的极佳场所。据统计，2019 年春节期间，有超过 5 万名外地老人到西昌过冬过年，这些老人有个可爱的名字，叫“候鸟老

人”。而他们选中了西昌这个冬无严寒、夏无酷暑、风景优美、空气清新、生活悠闲的春天般的栖息之地。邛海湿地优美的自

然环境、良好的空气质量、恬静的生活环境非常适合发展康养产业。 

3.5文旅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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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宁河谷日照充足，生态优良，适合打造以乡村田园景观、民族民俗风情等资源优势为突破口的乡村休闲游、民俗体验游、

生态观光游、养生度假游等康养休闲旅游业态。如冕宁的樱桃乡村、彝海结盟小镇；西昌礼州古镇、乡村八景；德昌傈僳文化、

角半村桑葚樱桃乡村文化、德州刨汤文化；阳光米易医养小镇康养文化等打造各具特色的健康养生文旅乡村和特色旅游康养小

镇。通过安宁河谷“乡村、小镇、文化、旅游”相结合的阳光生态走廊构建，推动安宁河流域整体康养旅游产业发展。 

3.6体育休闲 

安宁河流域面积广，山地环绕、森林密集、水系丰富，发展“康养+运动”条件优良。安宁河流域的海拔和气候非常适合体

育竞技比赛和运动训练，也适合青、中、老年人的日常休闲健身和健康体育活动的开展。开发和建设了系列康养运动、体育休

闲项目，如森林康养基地步道、山地运动、登山越野，西昌国际马拉松、帆船运动，米易国家级皮划艇回旋竞训基地、仁和国

家级射击竞训基地、城市和湿地景观步道、户外休闲体育场所、休闲自驾营地等，吸引了专业运动队竞赛训练、户外山地运动

爱好者的体育健身、普通居民和游客的体育休闲。 

4 安宁河流域康养旅游产业带建设对策 

4.1加强政府引导与政策支持 

安宁河流域应抢抓四川省构建“攀西阳光康养服务发展带”“川西民族特色康养服务业发展带”的机遇，积极推进康养产

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其中安宁河谷重点旅游县市，应该把康养旅游产业作为旅游业发展的首位产业，明确写进各县市“十

四五”旅游发展规划中。目前，凉山通过了《安宁河谷发展总体规划》，并提出要建设“世界级阳光生态河谷”，规划以大力发

展生态旅游康养为主线。凉山州和攀枝花市应协同出台安宁河流域康养旅游产业发展指导政策方案，在康养旅游产业政策支持、

资本引进、项目建设、产品布局等方面进行顶层设计。高起点制定安宁河流域康养旅游产业发展专项规划，实施全域旅游带动，

充分发挥安宁河谷“农业、文化、旅游”相结合的康养产业优势，推动康养旅游产业整体发展。 

4.2培育康养旅游核心产品 

安宁河流域气候宜人，风景秀丽，为康养旅游产品打造和品牌培育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定位构建世界级阳光康养生态

河谷，应围绕这一核心拳头产品打造阳光气候、森林氧生、温泉度假、湿地养生、乡村文旅、体育休闲等丰富的康养旅游产品

和业态。在满足安宁河流域康养旅游产品品类丰富的同时，提升旅游产品品质和培育旅游产品品牌成为安宁河流域康养旅游产

业发展的重要引擎。打造“国际阳光康养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和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培育国家康养旅游示范基地、森林康养

基地、康旅小镇、康养乡村、温泉小镇等康养旅游品牌。 

4.3完善康养旅游产业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是旅游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服务保障，是反映旅游目的地管理水平和旅游服务质量的标志之一。依托 108国道、

京昆高速、成昆铁路复线、青山机场的立体交通网络，串联起安宁河流域凉山州、攀枝花市 4 县 1 市康养旅游产业带。以全域

旅游和乡村振兴战略为指导，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保障水电、通信、医疗、安保等基本需求，改善旅游交通可进入性和

连接性，特别是乡村道路设施建设。继续推进厕所革命、游客中心、标识标牌、停车场等基础设施建设。实施康养旅游在线咨

询预定、移动支付、游览服务、管理智慧化网络全覆盖。继续实施河长负责制下的安宁河流域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加强安宁

河流域生态水系建设、河湖公园打造、乡村环境治理。 

4.4创新康养旅游形象宣传与营销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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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中国·四川第三届森林康养（冬季）年会在西昌举行，第三届中国康养产业发展论坛成果展在攀枝花举行，2019

年，大凉山（安宁河谷）文旅康养招商推介会在成都举行，引起广泛关注。政府和主管部门应深入开展康养旅游产品节会展览、

宣传推介，与重点旅游客源市场城市开展康养旅游产品推广。政府网站、旅游政务网应开辟专栏宣传康养产业，提炼康养旅游

产品形象口号，拍摄康养旅游宣传片，微视频等。创新旅游形象推广媒介和宣传方式，建立微信公众号、公共服务平台，及时

发布平台咨询和推文。推广新媒体和自媒体宣传营销，鼓励和支持管理者、经营者、村民通过直播、小视频等开展康养旅游产

品宣传推广。推进文化康养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构建和全面提升国际阳光康养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 

4.5加大康养旅游人才建设力度 

根据不同阶段安宁河流域康养旅游产业发展需要，对人才需求、人才引进、人才培育、人才管理制定详细且具有可操作性

的旅游业人才建设规划。加快安宁河流域康养旅游人才培养，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旅游管理及从业人才队伍。建立旅游人才培训

年度专项资金，制订人才引进的特殊政策与措施，采取与省内外高等院校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定向培训、走出去、引进来等方

式，使旅游人力资源供给在数量、结构和素质上适合康养旅游产业发展的需要，为安宁河康养旅游产业的持续、快速和健康发

展提供人才保障。充分发挥攀西地区普通高校（西昌学院、攀枝花学院）、职业院校（现代应用职业技术学院、西昌民族幼儿师

范高等专科学校）、旅游培训机构（国际康养学院）等教育基地的作用，采取灵活多样的培训方式，培养一支适应康养旅游经济

发展的旅游人才队伍。 

4.6实施攀西区域合作 

凉山与攀枝花地理位置接近，同属攀西经济区，相距不到 200km，资源条件、环境气候等具有同质性。安宁河流域流经凉山

州、攀枝花市 4 县 1 市，两地发展康养旅游具有合作的基础和潜力，为避免同质化低水平竞争，应加强两地错位发展和协同合

作，在区域内以合作为主，共同把攀西地区建设为吸引力较强的国际康养旅游目的地，推动安宁河流域康养旅游产业的集群发

展，从而实现攀西地区旅游经济的快速增长。应出台相关政策鼓励区域内康养旅游在项目建设、品牌培育、招商引资、人才培

养、客源市场等方面加强合作，使两地联动发展，化竞争为合作，以合作促发展，实现优势互补与叠加，提升安宁河流域康养

旅游的吸引力和竞争力。 

5 结语 

安宁河流域结合国际国内消费者对康养旅游产品的广泛需求，整合各类优势资源，使资源变资产、资源变产品，推进传统

产业向康养旅游产业的升级和转型。发挥流域生态优势，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首位，推进山、水、林、田、湖综合治理，全力

打造世界级阳光康养生态河谷，构建安宁河流域康养旅游核心产业带，为攀西经济区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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