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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武发〔2024〕1 号 

 

 

中共张家界市武陵源区委  
张家界市武陵源区人民政府 

关于培育壮大康养休闲产业加快推动旅游 
“三个转型”的意见 

 

为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充分发

挥武陵源独特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康养休闲产业，扎实推动从观

光旅游向休闲度假旅游转型、传统服务向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服

务转型、门票经济依赖向旅游全要素全产业链发展转型，加快建

设世界级旅游景区、国际旅游风情小镇、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更

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高品质的健康生活需求，努力

把康养休闲产业打造成新的经济增长点，特制定本意见。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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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锚定“三高四新”美好蓝

图，认真落实《“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坚持全域化布

局、全龄化服务、全时段开发、全过程康养，进一步增加供给、

创新模式、培育龙头、打造品牌，加快发展银发经济，加快康养

休闲产业业态培育和融合发展，加快建设国内外知名康养休闲胜

地，为率先建成世界一流旅游目的地和全面建设现代化新武陵源

提供新动能新支撑。 

二、产业布局 

全面落实市委、市政府“打造环武陵源核心城区景区康养区”

布局要求，结合区情实际，通过谋划建设一批康养项目、开发一

批精品康养旅游线路、培育一批康养知名企业、打造一批特色康

养产品，努力构建武陵源“1335”康养休闲产业格局。一个康养

品牌，即打造“龙尾巴”高端民宿公共区域品牌。三个康养分区，

即坚持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依托核心景区资源优势，把军地坪、

索溪峪建成集旅居、饮食、文化演艺等元素于一体的国际休养中

心，把锣鼓塔、中湖东、协合北片区打造成高端康养民宿集聚区，

在天子山、中湖西、协合南片区开发建设一批生态康养休闲农庄

和田园康养度假综合体。三条发展路径，即加快形成“以游促居、

以居拓养、深度融合”的“游、居、养”三条发展路径。“游”

是指依托世界自然遗产、世界地质公园、中国第一个国家森林公

园和“张家界地貌”，筑牢旅游龙头地位，做优做强观光旅游品

牌。“居”是指建设高端民宿集群，引进国际知名品牌酒店，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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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高端旅居产品体系。“养”是指积极构建康养休闲综合产业体

系。其中，“游”是基础点和根本所在，“居”是发力点和特色

所在,“养”是落脚点和优势所在。五个康养业态，即积极发展

以“医养、疗养、休养、体养、食养”为重点的五大康养业态。 

按照“一年打基础、三年有突破、五年见成效”的思路，以

旅游“三个转型”为主线，以景区、城镇、森林、温泉、高山台

地为依托，坚持国际标准、民族特色，坚持政府引导、市场主导，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坚持人民至上、共同富裕，大力发展

康养休闲产业，着力打造覆盖全生命周期、内涵丰富、特色鲜明、

布局合理的“1584”康养休闲产业发展体系。1，即创建武陵源

索溪峪国家级旅游度假区；5，即加快建设康养基地、康养小镇、

康养社区、康养庭院、康养小屋；8，即打造“八大康养菜品”；

4，即开发“四大康养饮品”。 

三、主要任务 

（一）探索开发“医养”业态。实施“中医药+康养”行动，

收集整理土家族、苗族、白族等少数民族经典名方、秘方、传统

疗法，做大做强金杜黄精、协合天麻等中药材基地，引进培育国

医体验、中医药养生、养护中心、中草药种植等相关企业，开发

中医药保健品、美容化妆品，加快建设张家界中医药健康产业园。

实施医疗机构提质行动，大力引进知名医疗集团，整合优化现有

公立、私有医疗资源，积极发展老年医院、康复医院，努力打造

以基因、细胞、红外线等常规、专业化检测为支撑的高端检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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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全力建成医美中心、“治未病”中心，做强健康管理、抗衰

美容、慢性病治疗、亚健康治疗等功能板块。实施“互联网+医

养”行动，深化智慧医院建设，促进在线医疗诊断、远程云会诊

在武陵源尽快落实，扩大可穿戴设备、便捷式监测等适老化智能

设备应用覆盖面，探索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服务新模式。 

（二）巩固提升“疗养”优势。擦亮用好中国第一个国家森

林公园、中国天然氧吧等金字招牌，积极开发森林“洗肺”、负

氧离子理疗、康体健身、避暑等系列产品，加快建设森林康复中

心、森林疗养基地、森林氧吧等服务配套设施，做优国际知名森

林康养品牌。加快东冠温德姆花园温泉度假酒店建设，打造中湖

温泉康养小镇。深度挖掘劳模、职工疗养市场，加大与各级工会

组织的对接，恢复与国内知名企事业单位的联系，提质改造武陵

源宾馆、琵琶溪宾馆、桂冠酒店、江汉山庄、武警疗养院等疗养

场所，做强武陵源劳模、职工疗养品牌。抢抓对口帮扶合作机遇，

与南京市玄武区建立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职工疗养深度合

作关系，积极拓展长三角地区疗养市场。 

（三）做大做强“休养”品牌。丰富高端休养产品供给，积

极引进国际一流品牌酒店，规划建设一批半山酒店、睡眠酒店，

支持鼓励梓山漫居、五号山谷、回家的孩子、水木潇湘、镜立方、

岩语间、虚度、栖漫、璞逸居等高端民宿提质升级，示范打造龙

尾巴、野鸡铺、插旗峪、张家界、板栗山等高端民宿集群。开发

养生旅居产品，着力建设一批健康养老旅游综合体、社区型候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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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基地和候鸟式旅游养老酒店。做优田园观光、农耕体验产品，

扶持建设一批生态康养农庄和田园康养综合体，积极探索共享农

田认领模式，继续举办黄龙洞秋收节、青龙垭采摘节等农耕体验

活动，打造空中田园农耕生活体验区。深度挖掘土家族、苗族、

白族等民俗文化，探索景区和涉旅部门工作人员穿民族服装制

度，打造民俗文化体验街区，完善青龙垭七彩部落青年艺术小镇

建设，提质熊风文化艺术产业园，举办篝火晚会、非遗工坊、四

季村晚、乡村文化艺术节等文化活动，丰富农村赶集、新春年货

节等特色活动，积极创建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国

家文化和旅游消费示范城市，加快建立汇聚山地旅居、农耕体验、

文化演艺、夜间生活等要素为一体的休养体系。 

（四）加快完善“体养”功能。充分发挥首批国家体育旅游

示范基地作用，将体育产业发展纳入“健康武陵源”战略，完善

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促进体育与强身健体、康复疗养融合发

展。大力引进知名体育企业、团队，开发徒步、骑行、越野、露

营等户外体养产品，建设集体育训练、体育赛事、体育康复和体

育文化交流等多元功能于一体的体养基地。积极推广“插园公路”

建设经验，打造一批最美骑行路、生态廊道和健康步道，修缮黄

石寨、鹞子寨、乌龙寨、砂刀沟、乱窜坡、八里坡、三所至天子

山等景区登山游道，提质宝峰山、清风峡、朝天观、龙尾巴、野

鸡铺、泗南峪、白虎堂、李家岗至杨家坪等户外徒步道和田间游

步道。成立一批体育协会，继续举办新年登高、峰林骑行、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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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野、生态马拉松、黄石寨高空扁带赛、百龙天梯浪荡秋千极限

挑战赛等体育赛事活动，着力打造国家级、省级品牌赛事和精品

线路。完善现有机关企事业单位运动场所，加快体育公园及各类

体育场馆建设，在城市绿地等空间嵌入性建设全民健身设施。 

（五）积极培育“食养”产业。精准对接康养目标人群需求，

加快长寿食品、富硒食品、药食同源等系列康养产品开发，打造

药汤养生、民族药膳等康养食品品牌。积极研发绿色有机食品，

加快壮大绿色果蔬生产基地，做大做强天子御茶园，增加菜葛、

莓茶、鱼泉贡米等种植面积，扩大张家界白羽乌鸡等养殖规模，

深耕大鲵食品产业链，打造更多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做优“武陵

源生”区域公共品牌。突出“好山好水好食材”概念，讲好武陵

源康养食品故事，重点打造“八大康养菜品”“四大康养饮品”，

创新推出“武陵源康养一桌菜”。强化康养食品原料全产业链安

全监管，建立健全康养食品等级规格、品质评价、物流储藏等地

方标准。 

四、工作举措 

（一）强化规划引领。全面普查全区气候、森林、山地、温

泉、中医药等资源，结合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武陵源康养休闲产

业发展专项规划，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和布局，明确目标任务和

工作举措，促进各项康养工作有序推进、高效推进、一体推进。 

（二）壮大经营主体。研究出台康养休闲产业经营主体培育

扶持措施，引导鼓励更多社会资本投资康养休闲项目。推进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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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宾馆酒店、旅行社和医疗机构跨行业、跨区域、跨所有制

合作，鼓励发展专业康养旅游机构，培育一批康养企业。组建招

商专班，加大国际一线品牌酒店、医疗美容美体等高端康养产品

招商，引进全生命科学机构、知名保险企业以及医疗头部企业。

引导现有企业树立康养理念、融入康养元素、开发康养产品，打

造更具个性化、专业化、智慧化的康养服务新模式。 

（三）完善设施配套。推动城市更新项目，完善水、电、路、

气、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强适老化、无障碍康养设施建设，

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共享康养服务。新建和改扩建游客接待中

心、房车营地、汽车驿站、停车场，努力实现全区加油和充电站

点全覆盖。优化交通环境，积极推进中天、中瑞、天龙、兴马等

公路建设，完善城乡、城景和景区之间快捷交通体系，持续建好

“四好农村路”。加快购物、休闲、文旅、消费场所建设，打造

国际品牌消费高地。 

（四）盘活闲置资产。全面梳理区内闲置资产，加强与业主

单位的衔接，提质康养设施，重归康养市场。坚持“一资一策”，

加大文丰、罗公坪、老党校、高云“三校合一”等闲置地块和桃

花溪谷、九院十街、锣鼓塔生态停车场、向家坪安置区、宋家边

安置区等闲置街区盘活力度；加快华邑酒店、民俗大酒店、公路

山庄、民政山庄等闲置酒店盘活步伐，精准引进国际知名康养度

假酒店入驻，培育旅居康养业态。 

（五）突出人才支撑。支持武陵源旅游职业学校与省内外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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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院校、科研机构合作，加快培养康养休闲实用型、技能型专业

人才。积极引进医疗、康复、养老等专业人才，全面提高康养管

理服务水平。鼓励发展康养技师培训机构，对康养旅游讲解员、

疗养师等康养服务管理从业人员开展培训。建立健全服务人员培

养认证体系，推进康养技能认证及职称评定工作。 

（六）创新宣传营销。丰富康养主题宣传，塑造独具武陵源

特色和魅力的 IP 形象。认真组织和积极参加康养峰会、健康论

坛等各类活动，在国内外重点旅游市场推出“银发经济”“康养

旅游”“中医药健康旅游”产品套餐。整合线上线下资源，精准

策划包装康养线路、项目和产品，推动景区、住宿、餐饮、文创、

交通等业态互相引流，提升武陵源康养休闲品牌辨识度和影响力。 

（七）擦亮“奇秀山水”名片。认真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理念，突出世界自然遗产、世界地质公园、国家森林公

园和“张家界地貌”保护，积极创建美丽中国先行区。全面落实

林长制、河长制、田长制，继续推进《湖南省武陵源世界自然遗

产保护条例》修订和《武陵源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2021—2035）》

修编，强化“三线一单”管控和自然保护地管理，进一步提升生

态环境质量。积极开展绿色机关、绿色家庭、绿色社区等创建行

动，倡导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 

五、组织保障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武陵源康养休闲产业发展领导小

组，加强统筹协调，研究解决康养产业发展顶层设计、招商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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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建设等重大问题，负责推动、督促、检查有关政策措施的落

实。建立武陵源康养专家智库，提供政策咨询和技术指导。成立

武陵源康养协会，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加强行业自律管理，促进

良性互动发展。各乡（街道）、各区直部门要将康养休闲产业发

展作为重大任务，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协同推动武陵源康养休

闲产业高质量发展。 

（二）完善政策支撑。详细梳理汇总全区康养休闲产业领域

既有支持政策，全力争取上级政策、资金、项目等支持，创新财

政支持、税收优惠、人才培养、投融资机制，对重大康养企业引

进、康养项目建设实行“一事一议”。设立康养休闲产业发展引

导基金，充分调动市场主体积极性。鼓励银行、金融机构、保险

公司等开发金融产品，加大康养产业信贷投入。创新门票管理机

制，探索推出针对康养人群的“吸氧”门票。 

（三）强化用地保障。完善康养休闲产业用地优惠政策，在

安排土地利用计划时，优先保障康养休闲产业用地，高效办理土

地相关手续。积极探索点状供地等方式，开展农村集体经营性建

设用地入市试点，扩大康养产业用地空间。盘活农村闲置建设用

地资源，推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盘活、

利用闲置宅基地和农房，按照规划要求和用地标准，改造建设康

养等服务接待和活动场所，弥补康养休闲产业发展用地不足。 

（四）严格评估督导。加强对康养休闲产业的管理监督，建

立康养产业准入、退出机制。优化营商环境，全力做好康养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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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养项目的跟踪服务。建立常态化督促机制，将康养休闲产业发

展情况纳入绩效考核和“四看四比”主题活动内容，对作风不实、

推进不力甚至阻碍康养产业发展的单位和个人进行严肃处理。 

 

 

中共张家界市武陵源区委     张家界市武陵源区人民政府 

2024 年 1 月 16 日 

 

 

 

 

 

 

 

 

 

 

 

 

 
   

中共张家界市武陵源区委办公室              2024 年 1 月 17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