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我国
养老产业近年来蓬勃发展。有数
据显示，到2030年我国养老产业
的市场规模将超过20万亿元。养
老产业既可借助养老需求实现产
业规模扩大，也可催生新的消费领
域，促进消费升级，为经济发展提
供新动力。

近日，“广西养生养老小镇”授
牌仪式在贺州市举行，桂林市阳朔
县兴坪镇、兴安县华江瑶族乡获评

“广西养生养老小镇”。据悉，“广
西养生养老小镇”从2017年开始
创建，首批授牌5个，今年又有7个
乡镇获得“广西养生养老小镇”授
牌。

养老小镇
带动旅游产业
创建养生养老小镇，不仅完善

了当地的养生养老服务，也带动了
当地的旅游产业，推动了地方经济
发展。

在广西首批“养生养老小镇”
鲁家村，一位村民表示，获得“广西
养生养老小镇”的称号后，吸引了
大量游客、市民以及附近村子的老
人前往，带来了一定的经济效益。

“现在景区的人气和村民们的素质
都有所提升，每个周末上演的地方
戏也吸引了很多人。随着老年活
动中心的开放，老人聚在一起排
练、交流，彼此间的感情也更融洽
了。”

同时，鲁家村的养老设施也得
到了改善，村里的绿化水平也得到
了整体提升，并引进了一些好项

目，有利于当地的贫困户脱贫。
《广西养生养老小镇创建工作

实施方案》要求，至2020年，每年
创建命名一批（不超过10个）自治
区级养生养老小镇，使小镇休闲养
生、健康养老的核心竞争力不断增
强，各项公共服务基础设施更加完
善，整体生态环境更加宜居宜游宜
养。促进城乡养老基本公共服务
均等化协调发展，为推动全区经济
转型升级和县域经济发展注入新
动力。

根据前述《实施方案》，养生养
老小镇是有别于行政区划的单元，
以养生养老集中区或大型养生养
老综合体项目等为载体，以休闲养
生、健康养老、生态疗养、中医保
健、观光农业、健康食品等为核心
的养生养老区域。

2017年，桂林市龙胜各族自
治县龙脊镇、秀峰区鲁家村入选首
批5个“广西养生养老小镇”；2018
年，阳朔县兴坪镇、兴安县华江瑶
族乡等7个小镇入选“广西养生养
老小镇”。

据桂林市民政局相关人士介
绍，在评选过程中，桂林市养生养
老服务业综合改革联席会议办公
室统筹推进养生养老小镇创建工
作，定期对重大事项和问题进行会
商。桂林市民政局、各县区政府、
市卫计委、市环保局、市住建委、市
旅发委、市工商局、市公安局等部
门分工协作，指导各个小镇的申报
工作。

突出养生养老功能
据了解，桂林当地的乡镇都均

可进行养生养老小镇的报名，经筛

选后市里推荐2个乡镇参加广西
壮族自治区的评选。

桂林市民政局一位工作人员
介绍说，养生养老小镇的创建原则
是：突出“养生养老”功能、按照“产
业融合发展”思路、坚持“市场化运
营”模式，“自主申报、择优命名”。

今年7月底，广西壮族自治区
联席会议陆续派出养生、养老、卫
生、规划、商务等方面的专家组，对
申报项目所在地进行现场打分和
查阅台账。项目申报单位则选派
相关人员，参加自治区联席会议组
织的答辩会。

根据“广西养生养老小镇的命
名申报评分表”，7大选项分别是

“具备基本完善的养老服务设施”、
“具备基本养老服务功能”、“具有
独特的健康养老和休闲养生特
色”、“具有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

“具有较完善的基础设施”、“具备
齐全的公共服务能力”、“具备良好
的社会综合治理环境”。

“每一项都有严格的打分细

则。如果获评广西特色旅游名村
称号、‘长寿之乡’核心区域和获评
含3A级以上景区称号的，也可以
加分。”前述工作人员说，今年广西
壮族自治区一共有9个单位申报，
根据分数排名，最终确定了7个养
生养老小镇。

对于最终授牌的养生养老小
镇，自治区将给予一次性200万元
奖励，用于小镇的养老服务公共基
础设施建设或维护等支出。

三种开发模式
可资借鉴
全国老龄办相关数据显示，截

至2017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
年人口有 2.41 亿人，占总人口
17.3%。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日
益加剧，养老服务领域面临的考验
和挑战也越来越大。党的十九大
报告提出明确要求：积极应对人口
老龄化，构建养老、孝老、敬老政策
体系和社会环境，推进医养结合，

加快老龄事业和产业发展。
有业内人士表示，养老小镇是

指以“健康”为小镇开发的出发点
和归宿点，以健康产业为核心，将
健康、养生、养老、休闲、旅游等多
元化功能融为一体，形成的生态环
境较好的特色小镇。近年来，随着
中国老龄化速度的加快，随着社会
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健
康意识也逐渐增强，这为养老小镇
建设提供了市场需求。

对于养老小镇的开发，有三种
模式可资借鉴。

一是特色文化驱动型。即以
区域特色文化为基础，打造集康养
文化体验、康养教育、休闲度假、养
生养老于一体的综合度假区。该
类项目的所在地，多半具有悠久的
历史以及民族、宗教、医药、茶道、
饮食、武术、体育及长寿文化等丰
富内涵。随着时间的沉淀与世代
的传承，保留着自身特色。

二是优势资源依托型。项目
依托区域自然资源进行开发。其
核心优势是具有不可复制的先天
优势资源，开发具有规模化效应，
且其中很多旅游资源本身就具有
康养价值，如温泉、冷泉、江河湖
泊、森林山地、乡村田园、气候资
源、滨海资源等。

三是康疗保健植入型。文化
和自然资源不突出的区域，可以旅
游区现有的特色医疗资源为平台，
或引入国内外医疗资源，打造康复
治疗、养生保健、慢病疗养、旅游观
光、休闲度假等多功能式度假区。
如SPA、瑜伽、推拿、中医药保健
（针灸、按摩、推拿、刮痧、拔火罐等
传统中医疗法）以及现代医疗、美
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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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汉中市是“地球同纬度
生态最好的地方”，青山绿水、生态
良好，养老事业更是夕阳事业的朝
阳产业，前景广阔、潜力巨大。“十
二五”以来，汉中市机构养老、民办
养老、居家养老、医养结合等一批
养老机构如雨后春笋，东方、福乐、
松鹤、如家、福康、美康、福星居、新
健康等一批康养型养老机构陆续
在汉中市建立发展。

市政府“十三五”规划明确要
求要把汉中打造成为陕西乃至全
国知名的养生养老基地。为实现
这一目标，汉中市积极探索创新，
制定落实系列优惠政策，近日出
台了《关于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
场提升养老服务质量的实施意
见》，旨在走出一条国家倡导资
助、政府宏观管理调控、社会力量
积极参与兴办汉中社会养老事业
的新路子。

目前养老事业现状
汉中市目前有人口380.13万

人，全市60周岁以上人口77.59万

人，占人口总数的20.2%，远高于
全国和全省的平均水平。

为应对老龄化挑战，该市不断
完善各类养老政策，提高服务水
平，加大支持力度，通过抓公办养
老示范引领，推民办养老发展，助
居家养老规范，搭互助养老平台，
初步形成了政府引导、社会参与、
形式多样的养老服务新格局。全
市共有各类养老服务设施总数
880个（含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和养
老服务站、农村互助幸福院等），总
床位数25117张，每千名老年人拥
有床位数达到37张。其中，机构
型养老服务设施91个（社会福利
院5个、光荣院2个，农村特困供养
服务机构60个，县级养老服务中
心9个、民办养老机构19个）。

近年来，汉中市的养老机构
不仅发展速度快，而且建院质量
也逐年提高。市委、市政府提出

“双百”城市的战略发展目标，致
力于发展“真美汉中、康养福地”
的养生养老城市，打造一批集护
理、医疗、康复、临终关怀、教育科
研为一体的养老机构，助推汉中

的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养老机构
可享多项优惠
《实施意见》规定在建设用地

方面，优先保障养老机构建设用
地，优先予以立项，优先予以规划
定点。在建设费用方面，养老机
构免缴一系列房屋建设的行政事
业性收费（如墙改费、旧城改造费
等）；在税收方面，免征非营利性
养老机构的企业所得税和营业税
以及土地使用费和土地房产税
等。

《实施意见》亮点还在于加大
补贴政策保障力度，提高了养老
机构一次性建设补助标准（在原
来的新建每床位3000元，改扩建
2000 元基础上分别提高了 1000
元），建立养老机构困难对象运营
补助政策（对养老机构接收老年
人，每人每月分别给予补助，失
能、失智、失独和低保对象还要提
高补助标准）；对建设投资总额超
过5000万元的民办养老机构，采

取以奖代补的方式一次性给予
100万元的补贴资金；投资超过1
亿元的，一次性给予200万元的补
贴资金；这些政策为养老机构设
施建设水平的提高，提供了强有
力的资金支撑。《实施意见》还落
实了相关部门制定全市养老机构
各类支持政策的责任，推动社会
办养老服务机构发展。

2017年，汉中市开展养老院
服务质量建设专项行动，已探索
建立养老院等级评定标准、评估
办法、奖补政策等长效机制，这种
激励机制对推动养老机构，特别
是对民办养老机构健康发展的促
进效果已初显成效。

扶持民办机构发展
汉中市将积极推进《实施意

见》各项优惠政策的落实，鼓励社
会向民办养老机构进行捐赠、金
融部门加大对民办养老机构信贷
支持力度。坚持支持与监管并
重，完善标准体系，加强宣传引
导，完善工作机制等措施，努力扶

持民办养老机构健康发展。《实施
意见》还对市政府各职能部门的
重点任务及扶持推进情况进行了
分工和安排。

新举措助推汉中养老
《实施意见》的出台，全面放

开了养老服务市场、降低了准入
门槛、支持多元投入、改进审批服
务，并附以各类优惠政策和财政
补贴支持力度，汉中的“银发经
济”未来发展潜力很大。

全面推进汉中养老事业多元
化发展，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破解养老服务难题，切实提高广
大老年人生命、生活质量的重要
出路；是弘扬中华民族尊老敬老
优良传统，尊重老年人情感和心
理需求的人性化选择；是促进家
庭和谐，推动社会和谐的重要举
措；也是加快汉中经济社会全面
发展，扩大就业渠道和促进经济
增长的重要途径。随着《实施意
见》的落地开花，汉中的养老事业
将呈现出“万紫千红”的春天。

汉中：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养老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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