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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要“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发展

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推动实现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

老服务。”[1]随着人口老年化进程的推进，贵州如何充分

利用现有医疗资源、自然环境资源、地方文化资源破解

医疗健康养老难题，成为巩固攻坚脱贫成果、实现乡村

振兴的现实需要。将医养与康养结合起来，形成“医养

康养相结合”养老服务产业发展新模式，充分利用和发

展现有医疗资源和康养资源为养老服务产业服务，为贵

州省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服务，成为贵州省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的应有之意。

“医养康养相结合”养老服务产业的内涵

2020年国家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

议》提出，要“构建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

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养

老需求。“构建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首次

以国家发展规划的方式进入了国家发展顶层设计，这是

医养与康养产业顺应新时代发展的需要。“医养康养相

结合”养老服务产业的发展是构建这一新型养老服务体

系的现实应照，是对现有医疗与养老关系的重新审视。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医养康养相结合”养老服务产业的

理论研究较少，对“医养康养相结合”养老服务产业的

概念也少有提及。对此，笔者认为“医养康养相结合”

养老服务产业是在整合现有医疗资源、养老资源和旅游

资源的基础上，满足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求，并提供个

性化的日常生活护理、心理健康疏导和老年娱乐文化服

务等，集医治、护理、康复、保健、养生、旅游度假和

临终关怀等多种服务于一体的全程寄托式的新型养老模

式。这一新型养老模式强调的是利用现有医疗资源为老

年人提供一个基本的健康保证，并在此基础上为他们提

供得以外出旅游的身体条件及场所，让老年人“老有所

养，老有所乐”，以满足其在身体、心智和精神上都达

到自然和谐优良状态的需要。

“医养+康养”养老服务产业高质量发展既是对养

老服务体系的重建，也是实现乡村产业振兴的助推力。

“医养结合”以解决老年人医疗养老问题为主，而“医

养康养相结合”不仅可以满足老年人健康养老和养生保

健的多种需求，还能充分利用乡村广大的自然资源、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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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养康养相结合”养老服务产业发展模式是养老产业顺应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

势，是医疗资源与养老、养生产业和旅游产业的优化，是医养结合与发展康养旅游产业顺

应新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医养康养相结合”养老服务产业的发展涉及农村地区的生

态资源、人文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这对于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贵州在探索“医

养康养相结合”养老服务产业体系的实践中初步形成了“两院合一”的板桥模式和“中医

药+旅游”黔东南州模式，但同时也存在着发展观念滞后、过分倚重商业地产、缺乏建设

标准、政策制约明显、产业人才供给不足以及健康管理机制尚需要进一步完善等问题。对

此，应针对问题寻求解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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