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_ 曾  斌  （ 贺 州 市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室 第 三 秘 书 科 科 长 ）

贺州：
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康养旅游首选地

《广西东融先行示范区（贺州）发展规划（2018—2025年）》强调，打造生态良好、风情浓

郁、宜居宜业宜游的大湾区康养旅游首选地。“大湾区康养旅游首选地”这一战略定位的提出，给

贺州发展带来了重大机遇和主要方向。然而，贺州康养旅游产业存在着的旅游品质结构不合理、产

业要素资源不足、公共服务设施滞后、政策衔接不到位等突出问题，严重制约着贺州作为大湾区康

养旅游首选地的建设进程。现就如何打造好大湾区康养旅游首选地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一、规划引领，优化康养旅游产业布局
结合贺州旅游业总体规划，以“五大新引擎”为抓手，遵循“构建核心业态、增强关联业态、

促进衍生业态”康养旅游复合产业发展思路，按照“一核心”“四小镇”“三片区”布局，促进优

势互补。 

1.“一核心”。即以中心城区贺州园博园、爱莲湖公园、大钟山公园、永峰湖等为依托，发展

“寿城文化+康养”产业。在“三园一湖”着力打造寿城文化，通过健康徒步行活动，体验文化内

涵，形成寿城文化体验区。

贺州园博园

爱莲湖公园

大钟山公园

永峰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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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四小镇”。指高位谋划黄姚古镇、姑婆山小镇、大桂山颐养小镇、西溪森林温泉养生小镇康

养旅游产业规划。黄姚古镇可发展“旅游休闲+康养”“长寿美食+康养”“民族风情+康养”“教育

培训+康养”产业，将其打造成为中国独有、世界一流的人文康养旅游古镇。姑婆山小镇可发展“休

闲旅游+康养”“中医体验+康养”“体育运动+康养”产业，将其打造成集足球赛事、培训、运动康

复、球迷文化，商务社交、娱乐为一体的服务综合体。大桂山颐养小镇可发展“农事体验+康养”“林

药+康养”“体育赛事+康养”产业，将其打造成一个多元素发展的综合森林康养体验圣地。西溪森林

温泉养生小镇可发展“森林温泉+康养”产业，将其打造成壮乡文化体验、温泉度假、休闲养生为一体

的综合性文化康养旅游小镇。

3.“三片区”。指钟山水墨画廊康养旅游产业发展片区、富川“长寿瑶乡·国际慢城”民俗风

情休闲康养旅游产业发展片区、昭平生态桂江生态休闲康养旅游产业发展片区。注重红色文化、

乡村文化、寿城文化、民族民俗文化的多元结合，全力打造中国寿城的康养体验区。

四
小
镇

黄姚古镇

姑婆山小镇

大桂山颐养小镇

西溪森林温泉养生小镇

钟山水墨画廊康养旅游产业发展片区

富川“长寿瑶乡·国际慢城”
民俗风情休闲康养旅游产业发展片区

昭平生态桂江生态休闲康养
旅游产业发展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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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完善设施，夯实康养旅游发展基石
1.完善交通设施。加快推进贺州支线机场及城区、黄姚通用机场建设，贺州城市轻轨线、市郊旅游

轨道线规划建设，加快永贺高速公路贺州支线、连山到贺州的高速公路、信都至梧州高速公路建设，打

造多样化交通体系，完善国省道通往旅游景区的路网建设，形成完善的区域路网。

2.完善市政设施。加快国家园林城市、文明城市等国字号城市品牌创建，切实提升城市品位和品

质。进一步加强城市路网建设，加快推进智慧公交工程，完善城区道路停车收费管理，增设免费公共停

车场，实现城市公共交通与旅游景区无缝对接。

3.完善景区设施。以创建国家级全域旅游示范区和景区提档升级为载体，按照“创A评星”标准，

加快完善景区绿道、旅游酒店、旅游购物、旅游接待、通信网络、游乐中心、体验馆、网球场、游泳池

等基础设施，着力提高文明景区建设水平。 

4.完善医疗设施。引进粤港澳大湾区高端医疗机构、设备和专业技术人才，加快建立以高等院校、

三甲医院为平台合作的健康体检中心，大力发展健康体验、心理疏导、微整形等特色项目，提供全方

位、综合性、连续性、优质高效的健康管理服务。

5.完善教育设施。立足资源禀赋，积极推进康养旅游方面的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强化与国内外知

名高校合作，建设一批如中草药种植及加工、茶叶、矿产产业等特色专业学科，促进产研学有机融合。

完善交通设施

加快推进贺州支线机场，及城区、黄姚通用机场建设，贺州
城市轻轨线、市郊旅游轨道线规划建设，加快永贺高速公路
贺州支线、连山到贺州的高速公路、信都至梧州高速公路建
设，打造多样化交通体系，完善国省道通往旅游景区的路网
建设，形成完善的区域路网

完善市政设施

加快国家园林城市、文明城市等国字号城市品牌创建，切实
提升城市品位和品质。进一步加强城市路网建设，加快推进
智慧公交工程，完善城区道路停车收费管理，增设免费公共
停车场，实现城市公共交通与旅游景区无缝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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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整合资源，增强康养旅游产业效益
1.用活土地政策。建立康养旅游项目用地报批“绿色通道”，合理调整城市用地结构。充分

运用“多规合一”试点工作中，探索出的“以人定地”和“以产定地”相结合模式、“规模刚

性、布局弹性”规划弹性调整模式，以及“白地”模式三个空间调控模式成果，解决康养旅游产

业发展土地调控问题。 

2.拓展融资渠道。借鉴其他省市的先进做法，依据现行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法规政策，设立市

新经济新业态产业发展基金（母基金），推广应用PPP模式，探索开展绿色金融试点，强化绿色

金融的商业银行扶持；出台政策措施，引导金融机构开发符合旅游文化、健康养生等信贷产品和

服务模式，拓宽康养旅游企业的融资渠道。

3.深化产业融合。全力推进“旅游+农业科研”“旅游+养生体育”“旅游+养生食品”等建

设，开展康复养生养老和具有特色地方中药、民族药、开然药物关键技术及新产品研发，进一步

推进姑婆山体育文化旅游项目建设，加快建设贺州长寿养生产业园，建设好“贺州味道”等系列

长寿养生食品品牌，实现康养旅游与养生养老产业的融合发展。

4.优化营商环境。持续推进商事制度改革，加大对康养旅游行业的行政审批事项和流程的清

理，打造高效的银企对接平台，鼓励各类金融机构加大对旅游文化、健康养生等行业企业支持力

度，提振投资企业和消费者对康养旅游产业的信心，以更加优质的发展环境为康养旅游产业健康

发展保驾护航。

5.强化人才支撑。创新康养旅游产业人才引进政策和机制，引进培育运营团队，集聚一批领

军型人才，促进一批成果转化，吸引一批高科技企业落地，强化康养旅游企业与国内外院校开展

校企合作，破解康养旅游人才匮乏难题。 

完善景区设施

以创建国家级全域旅游示范区和景区提档升级为载体，按照
“创A评星”标准，加快完善景区绿道、旅游酒店、旅游购
物、旅游接待、通信网络、游乐中心、体验馆、网球场、游
泳池等基础设施，着力提高文明景区建设水平

完善医疗设施

引进大湾区高端医疗机构、设备和专业技术人才，加快建立
以高等院校、三甲医院为平台合作的健康体检中心，大力发
展健康体验、心理疏导、微整形等特色项目，提供全方位、
综合性、连续性、优质高效的健康管理服务

完善教育设施

立足资源禀赋，积极推进康养旅游方面的高等教育、职业教
育，强化与国内外知名高校合作，建设一批如中草药种植及加
工、茶叶、矿产产业等特色专业学科，促进产研学有机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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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强化宣传，提升康养旅游发展内涵
1.挖掘提升长寿文化。打造“长寿”文化符号、“乐养”的文

化理念、“宜养”的文化体验，进一步挖掘贺州长寿因素，形成贺

州长寿故事，丰富长寿文化内涵，加强医养康养的配套设施、文化

体验项目建设，植入康养旅游业态，增强“世界长寿市”“寿城贺

州”品牌影响力。

2.向东扩大寿城宣传。瞄准大湾区的消费群体，加大媒体宣传

力度，通过举办文化交流、媒体采访、名人论坛等方式，充分利用

好中国（贺州）新媒体群英会、广西文化长寿节等会展活动，催生

一批文化创意产品，扶持一批文创企业，推出寿城长寿故事，提升

寿城旅游知名度与吸引力。

3.全力打响康养品牌。以黄姚古镇、姑婆山国家森林公园、大

桂山国家森林公园、贺州园博园等为载体，大力推出生态养生、麒

麟长寿、健康医养等文化旅游产品和文化旅游项目，提升康养旅游

文化“吃”“住”“购”特色体验，布局推进及其周边医养产业，

推动长寿文化与康养旅游的深度融合发展，打造具有贺州特色“住

几天管用”的康养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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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强化保障，创新康养旅游发展机制
1.组织保障机制。成立以贺州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为组长的康养旅游产业发

展工作领导小组，高位推进，统筹推进康养旅游产业发展工作的组织实施。研究

制定康养项目标准，完善康养项目进入和退出机制；建立健全发展康养旅游产业

绩效考评机制，强化督查问责，形成部门联动、分级负责的机制，促进康养旅游

产业规范有序发展。

2.协同管理机制。明确各级各部门行业监督管理职责清单，落实县（区）政

府主体责任。加强相关规划的制定与引导，发挥民营资本的主导作用，成立康养

旅游行业协会和商会，支持行业协会制定和推行相关标准，完善产业扶持政策以

及财税、金融、土地、环保等方面的配套政策。

3.激励约束机制。进一步加强康养旅游产业企业诚信体系建设，把生态环保

及诚信作为康养企业准入或退出的重要指标。完善康养旅游产业领跑者制度，运

用好发展空间激励手段，强化相关行业加大康养产业人才的培养力度。

胡慧峰：想建造一个家族群落，抵抗当下建筑的冷漠    

楼梯下的空间，也可以华丽地变身

全国首个全开放式生态体育公园
——苏州奥林匹克体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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