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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任 毅）近日，商南县出台《健康养老
产业发展扶持措施》，围绕立项审批、建设用地、资金支持、税费
优惠、服务保障、监督管理等方面建立长效机制，激励多元参与，
实施共建共享，促进提质增效，推动健康养老产业高质量发展。

《措施》明确，全县的非营利性养老服务机构，设施建设
用地依法使用国有划拨土地、设立服务网点。公办养老服务
机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达标、床位设置合理的，优先申请政
策支持，并暂免征收有关税费。营利性养老服务机构按照

“先照后证”办理登记备案。设施建设用地以租赁、先租后
让、出让等方式供应。对符合条件的营利性养老机构，改扩

建机构每张床位一次性补助 2000 元，新建机构每张床位一
次性补助 3000 元。在项目建成投入使用一年后，有关部门
根据实际情况，按照床位核定一次性运营补贴。

商南县将对符合条件的养老机构内设医疗机构，经审核
纳入职工医保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定点范围。引导医
疗卫生机构为入住养老机构的老年人提供医疗巡诊、健康管
理、保健咨询等服务。鼓励医护人员到医养结合机构执业，
在职称评定等方面享受同等待遇。整合社会资源兴办老年
大学，为老年人提供线上线下教育服务。加强养老护理技能
培训，按规定给予培训补贴。

商南加快健康养老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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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21 年 7 月，市委、市政府提出打造中国康养之都发
展战略以来，我市以打造国内一流的康养产业发展高地和中
国秦岭康养旅游度假目的地为目标，以“六大”产业为支撑，
以“三大”提升工程为重点，大力培育千亿级康养产业集群，
持续加强重点康养企业培育和标杆项目建设，全力推进康养
产业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不断擦亮“22℃商洛·中国康养
之都”品牌底色，中国康养之都建设工作成果斐然，一条五彩
斑斓的康养产业链犹如起舞的长龙，使秦岭深处的商洛大地
格外地灵动起来。

新思维接续探索区域发展战略新思维接续探索区域发展战略

商洛市全境位于秦岭腹地，横跨长江、黄河两大流域，冬
无严寒，夏无酷暑，夏季平均气温 22℃，气象指数、温湿指数

“最舒适期”全国领先。商洛市区位优势显著、资源禀赋富
集，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
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新要求，以打造中国康养之都作为区域
协调发展的总抓手，围绕“春季赏花品茶、夏季避暑戏水、秋
季品果养生、冬季赏雪避霾”全季节、全循环、全生命周期的
康养产业链条。创新性地提出以新视角发掘气候康养价值、
新场景激活新型康养消费、新文旅吸引都市康养人群、新需
求构建康养产业生态的发展思维，着力建设生态康养产业集
群，推动“文旅+”“农旅+”“学旅+”以及医疗康养、运动康复、
旅居研学、药膳美食、商务会议等新业态，打造全国一流的文
旅康养目的地，在推动商洛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中取得实效。

入圈融城，站位大西安国家中心城市都市圈。积极集聚
本地区各类发展要素，向头部城市靠拢，融入头部城市经济
圈形成区域竞争新优势，是商洛经济社会保持长期发展的必
然选择。商洛在打造中国康养之都工作中创新性提出“双对
标、双 50”发展目标，在陕西省率先提出西商融合发展战略，
推动商洛“3+N”产业集群与西安“六大支柱产业”精准对接，
做实“西安制造、商洛配套”，促进企业跨区域联动发展，共建
西商“生产圈”；着眼康养旅居协作，完善城际交通体系，加快
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打通公共服务“堵点”，共建西商“生活
圈”；着眼共保共享，携手保护秦岭生态，协同探索生态产品
价值实现路径，共建西商“生态圈”，站位大西安都市圈，不断
推动商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

生态变现，在秦岭地区率先开展国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机制试点工作。商洛最大的优势就是生态，商洛的现在和未
来就是要牢牢端住绿水青山这个“金饭碗”。2021 年，商洛
市开始在秦岭地区率先开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工
作，今年 5 月与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合作，建
立了全国首个生态产品价值与碳汇评估平台，开展了生态系

统生产总值（GEP）核算和评估。2020 年，商洛市生态产品
价值为 3132 亿元，是同期 GDP 的 4.2 倍；碳汇总量为 280 万
吨，是同期碳排放的 80%。商洛也成为全省乃至西北地区首
个摸清并公布生态产品价值家底的城市。其中，在生态农业
发展方面，通过“生态+种植”“生态+加工”“生态+品牌”，让

“好山好水”为山地有机农产品溢价增值，让群众在嵌入产业
发展链条中共享生态红利，助力乡村振兴。在矿产资源开发
方面，紧扣“循环+变废为宝”的绿色循环发展模式，为资源型
地区特别是矿产开发集中区域工业转型升级提供了绿色循
环发展经验。在文旅康养融合方面，围绕“山水园林城市、旅
游康养之都”的基本定位，融入文化、观光、休闲、康养、教育
等元素，实施康养项目，建设康养产业园，在乡村旅游、特色
农业、农旅融合与旅居康养、医疗康养、康养旅游的融合发展
中实现合作共赢多方受益，构建“生态+”康养产业体系，实现
健康中国美丽经济呈现出链式裂变效应。在清洁能源基地
方面，利用境内资源优势，抢占“双碳”风口，争取利用两年左
右时间在全国建成第一个投资千亿元的抽水蓄能电站集群，
让商洛成为清洁能源发展的新高地。

新视角发掘气候康养价值新视角发掘气候康养价值

商洛是全国第一个被中国气象学会授予“中国气候康养
之都”称号的城市，也昭示着商洛市必将肩负着秦岭生态卫
士和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双重使命，通过研判“大秦岭”的气候
资源，挖掘气候价值，让商洛的特色气候资源成为牵引商洛
生态价值转化“金山银山”。

让气候资源为生态康养赋能。商洛全境森林覆盖率达
69.56%，去年空气质量优良以上天数达 347 天，森林覆盖率、
空气质量、负氧离子含量、水质清净指数等多项指标连续多
年位居陕西省第一，商洛根据近 5 年 326 个区域气象站观测
数据以及近 10 年商洛市生态环境、森林资源监测数据和相
关文献综合研判，揭示出商洛气候资源可以作为绿色循环发
展的依托，编制了《商洛康养产业链气候资源开发利用方
案》。把气候生态品牌和资源转化为地方高质量发展动力源
泉，把“氧吧产品”转化为“氧吧经济”，打造“22℃商洛·中国
康养之都”城市康养气候品牌，探索完善商洛市气候适应型
城市试点评价指标，积极开展气候适应型城市试点工作，商
洛市已经成为全国首批 28个气候适应型城市试点之一。

气象景观让秦岭山水“出圈”。高山云海、峡谷红叶、龙
山晓日、熊耳晚霞、商山雪霁、银沟白练……在商洛，隐匿在
深山中的气象优质景观数不胜数，但也有很多景观“养在深
闺人未识”。商洛在全市打造云海、红叶、晚霞、日出等高质
量天气气候景观观赏地 45 处，建成秦岭气候观象台、秦岭气
候博物馆、金丝峡气候博物谷等 3 处气象景观体验营地，发
展 5 种自然疗法的特色气候疗愈康养产业，设定金凤山、牛
背梁等 7 条河流沿线气象旅游研学线路，开展儿童生态博物
研学，实现了“气象景观”向“收入可观”转化。

“气象+服务”让气候景观“可遇可求”。在“气象+服务”
深度融合过程中，气象部门通过公众号、APP 发布气象预报，
景区景点每天更新包括日出、破晓、日落、黄昏的时间，气温、
云量、能见度、风速等气象指标。精准推荐全市各县区的每
日最佳气象出游地、气象景观打卡点等内容，让游客拥有更
好的旅游体验，让气候景观“可遇不可求”变得“可遇可求”，
带动了当地旅游、饮食、民宿产业发展。

新场景激活新型康养消费新场景激活新型康养消费

商洛市根据康养消费市场不断细分的目标人群，围绕“打
造旅居生活康养新场景、构建旅居经济产业体系”，打造无处
不在的康养精细服务，提升商洛市对不同消费人群的吸引力。

打造旅居生活康养新场景。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
越多的游客开始转向追求“沉浸”体验的异地旅居生活方式，
商洛在康养旅居工作发展方面，以优越的自然资源环境为依
托，推动旅游与生态、温泉、医疗、体育、养老等相关产业融合
发展，发展民宿康养、体育休闲、房车野营、红色教育、工业旅
游、文创研学等新业态，培育了一批度假康养、户外运动、温
泉疗养、食疗养生等新业态新产品。建设了一批山地酒店、
特色民宿、帐篷酒店等高品质住宿设施，聚焦配套设施优化，

打造城市旅居、小镇旅居、乡村旅居等美好生活
场景，让各年龄层康养旅居消费人群都可以从中
找到适合自己的消费意愿。

构建旅居新场景康养产业体系。商洛结合
当前“健康中国”“全域旅游”等理念，按照全域布
局、全龄服务、全季开发、全链发展的思路，围绕

“一心两带多点支撑”发展布局，全面推进“康
养+”多业融合发展，持续推进气候康养、森林康
养产业及高端民宿集群发展，争创全国生态产品
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市，让商洛的绿水青山“好颜
值”转化为金山银山“好价值”，大力培育千亿级
康养产业集群。

高起点谋划建设康养城市。商洛创新康养
城市“四个四”建设模式，为城市注入文化、康养、
美学、旅游四个元素，实施从地上向地下、从平面
向里面、从地面向空中、从街道向小区四个延伸，
达到无处不精细、无处不精美、无处不精心、无处
不精彩“四精标准”，全力建设精致城市、宜居城
市、韧性城市、智慧城市“四个城市”。统筹推进
三大医院搬迁升级、河道沟峪修复治理、城区道
路改造提升，城区面貌优化、城市东南西北门户
区品质重构等一大批城市功能性项目建设，高标
准建设一批康养旅游度假区，打造一批特色康养
村（社区），基本形成 5 分钟健身圈、10 分钟公园
圈、15分钟医养圈。

高标准推进康养项目。建立康养产业重点
骨干企业培育库，推进重点企业梯度培育培优计
划，形成储备一批、开工一批、在建一批、竣工一
批的项目储备机制。目前，商洛市累计实施康养
项目 244 个，金山康养城、金菊康养中心等项目
建成投用，投资百亿级的盘龙康养谷、云山湖康
养度假区正在加快建设。规划建设的“秦岭之
家”自然康养度假区，融美学艺养、户外动养、森
林康养等九大元素于一体，为西安及大关中地区
市民“在秦岭里安个家”。今年确定的商洛北站、
皇冠假日酒店等 11 个市级标杆康养项目，年度计划投资 17
亿元，截至 6 月底，已完成投资 7.78 亿元，占年度计划的
45.76%；80 个康养项目列入市级年度重点建设项目，年度计
划投资 129.95 亿元，已完成投资 67.79 亿元，占年度计划投
资的 52.16%。

高效能构建康养产业配套体系。坚持“公园+”理念，在
公园里科学布局小型书屋、休息室等复合功能型场地，合理
配备健身驿站、体测仪等康养设施，同步植入文化、戏曲等
主题元素，因地制宜修建生态河堤、亲水平台、亲水建筑和
水体景观廊道，开展健康河流、幸福河流、最美乡村河流评
选活动，探索“水生态+文旅、研学、康养、竞赛”等水上产业
发展新模式。扎实做好秦岭博物馆内部装修、展陈设计、文
物征集、商业配套等工作，建设完成高铁大道、环城西路、仙
娥湖西路和环城北路边坡塌方治理，修通困扰城乡发展的

“断头路”“半拉子路”境况，城乡、景区道路网络日趋完善。
“一机游商洛”微信小程序上线，商洛文旅惠民卡发行。依
托区位、环境、资源优势，打造森林景观、修缮森林古道、建
设森林步道，加快推进精品民宿产业发展，引进多家头部民
宿企业，盘活利用闲置宅基地、住宅村庄、农房改建野奢帐
篷、度假农庄、特色村落等精品民宿，力争 3 年内建成拥有
千家民宿、万间客房的陕西乡村民宿示范区。形成星级酒
店、主题商务酒店、特色精品民宿三级住宿体系。依托秦岭
山地丰富的中药材资源，发展中成药、中药饮片、原料药系
列产品，构建中医医疗服务体系，打造特色的中医药文化及
产业街区。依托商於古道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形成呈现
春秋战国历史文化与秦岭山水生态文化交相辉映的人文风
情长廊，打造沉浸式演绎旅游文化产业。用好“中国散文之
乡”“戏剧之乡”等金字招牌，保护传承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
产，积极开发丰富“商洛花鼓”“洛南静板书”等具有地域鲜
明标识的戏曲剧种。依托首个“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高质
量发展样板市”金字招牌，大力发展休闲农业、康养农业、创
意农业，建设一批“小而精、特而美”的特色产业基地和观光
景区，形成农、文、旅融合发展体系。

新营销提升品牌影响力新营销提升品牌影响力

商洛市相继获得“中国气候康养之都”、全国首个“美丽
中国·深呼吸之都”、国家卫生城市、国家森林城市、全国旅游
百强市等 20多项“国字号”荣誉。

近年来，我市成功举办了康养信息发布会，连续举办了13
届秦岭生态文化旅游节、“22℃商洛·中国康养之都”主题歌曲、
城市形象LOGO征集、“年味商洛、花开商洛、避暑商洛、多彩商
洛”四季主题等10多项宣传营销活动，制作数十部系列宣推短
视频，形成全媒体宣传矩阵。洛南夜塬旧址、锦绣大地和木王
山杜鹃花视频登上央视新闻。推出的“22℃商洛·中国康养之
都”秦岭康养清凉之旅入选全国乡村旅游精品线路。我市推荐
申报世界最美旅游乡村1个、国家甲乙级民宿3家、国家工业旅
游示范基地3个、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基地1个、省级旅游特色名
镇和乡村旅游示范村3个。全市已经建成3A级以上旅游景区
46家，建成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1个、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6
个、国家级旅游度假区1家、省级旅游度假区3个、全国乡村旅游
重点镇2个、省级旅游特色名镇15个、省级文化旅游名镇4个、全
国乡村旅游重点村6个、省级乡村旅游示范村41个。“洛南草编”
入选国家文旅部“非遗工坊典型案例”，认定“秦岭泉茗”为省级茶
业区域公共品牌，启动“商洛山珍”集体商标注册，打造柞水木耳、
商洛香菇、秦岭泉茗等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持续唱响了“22℃商
洛·中国康养之都”品牌，真正让商洛成为名副其实的“养心”“养
肺”“养眼”“养身”的四福之地、“西安后花园、中国康养城”。

商洛商洛：：打造中国康养之都金字招牌打造中国康养之都金字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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