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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康市文化和旅游广电局
安文旅广函〔2023〕140号 签发人：付 波

安康市文化和旅游广电局
对政协安康市五届二次会议第 413号提案的

答复函

赵明莉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发展中医药健康旅游的建议已收悉，结合我局

职能，现答复如下：

首先非常感谢您对我市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提出的宝贵意见。

党的十九大提出“坚持中西医并重，传承发展中医药事业”

方针，确立了“兴医兴药并举，事业、产业、文化联动，一二三

产业协调发展”的中药材发展总体思路。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

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中医药事业的

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在国家顶层设计的重视下，中医药迎来最

好的时代，尤其是后疫情时代，人们的健康意识逐渐增强，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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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在疫情中发挥的重要力量，未来中医药行业的发展更值得期

待。安康中医药产业顺势而为，面临良好的发展前景。特别是国

家提出生态文明建设，将绿色发展战略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提出“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之路”。发展以中医药为核心的优势绿色产业，将生态优势

转化为经济优势成为安康发展必然选择。

近年来，安康紧紧抓住国家大力实施乡村振兴和推进中医药

产业国家战略发展机遇，以建设“国际康养之都”“秦巴药谷”

“中国中医药产业硅谷”和“西部一流、全国知名的康养度假胜

地”为目标，按照“统一规划、整合提高、延链补链、协同发展”

思路，优化产业体系，加快推进我市生态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

聚力打造千亿级生态旅游产业集群，提高旅游特色化、品质化、

现代化水平，充分释放旅游产业发展活力，不断破解安康中医药

产业链发展难题，加快建设西北生态经济强市、聚力建设幸福安

康奠定坚实基础，实现中医药产业与农业、林业、健康、体育、

文旅、康养深度融合协同发展的良好格局。

下一步，我们将充分吸纳您的建议，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加快推进生态旅游康养项目建设。依托秦巴汉水得天

独厚的生态环境，开发山地型、环湖型、深林型、峡谷型、亲水

型等康养度假地，丰富生态旅游产品。建设生态康养示范区、森

林康养基地、旅居养老机构、旅居养老示范基地等促进生态养老。

建成生态康养文化旅游景区（度假区），特色康养小镇和示范性

旅游养老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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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面提升森林康养基地建设水平。以保护为前提，充

分考虑在生态承载力和自然修复力基础上，发挥森林、水域、草

甸等游憩、休闲功能，抢抓“双储林场”建设契机，利用好国有

林场资源，引导发展森林康养、户外运动、禅修养生、林下休闲

等度假产品，引导各县区建设一批森林康养基地、康养中心，完

善基础设施，丰富森林康养产品，推进森林康养产业发展，打造

一批国家森林康养示范区，培育森林康养基地。

（三）切实推进创建生态康养产业综合体。建设高新莲花湾

生态康养城、城东新区健康养老产业园、汉阴富硒田园综合体、

石泉湾康养旅游综合体、宁陕皇冠健康小镇、紫阳硒疗养生基地、

“硒有岚皋”天源康养谷、平利蒋家坪茶旅综合体、平利正阳康

养小镇、镇坪自然国心旅养基地、旬阳生态康养产业园、白河生

态康养基地、瀛湖“富硒茶谷”康养度假基地、恒口鲁家村田园

综合体等一批生态康养产业综合体。

（四）全面提升康养旅游度假医疗服务能力。围绕健康医疗

+文旅休闲融合催生的高端医疗、专科医疗、康复医疗、养老服

务等市场热度，不断提高医疗资源配置、优化卫生服务供给，推

动医养产业融合。培育一批集养老、医疗、护理、康养为一体的

连锁化、品牌化医养结合机构。

（五）深入推进“秦巴医药”产业链建设。充分利用我市“中

国硒谷”“秦巴药谷”所蕴含的健康价值，挖掘中医药资源，打

造中医特色诊疗、中医治未病、中医康复养生“三位一体”的区

域诊疗中心和康养旅游地。推进健康旅游与中医药养生保健、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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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康复、中药材种植养殖、加工生产、特色服务深度融合，大力

开发药膳和富硒健康养生产品，发展中医药健康旅游产品，建设

汉滨、汉阴、石泉、宁陕、岚皋、平利、镇坪等县（区）中药材

康养理疗综合体，打造食养、医养、药养等特色康养基地。

安康 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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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单位及电话：安康市文化和旅游广电局 0915-3208852

抄送：市政协提案委员会，市政府督查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