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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运动康养、中医药康养、阳光康养等产业领域，国

内多省份都有政策支持和相关产品推出，并打出相应的

康养品牌，如四川提出建成生态康养强省、云南推出打

造世界一流康养胜地、广西打造世界知名健康旅游目的

地等。

（三）“康养到贵州”品牌氛围不浓

“康养到贵州”具有典型的区域品牌特征，其形成

发展离不开一个良好的环境氛围。当前，贵州打造“康

养到贵州”品牌的氛围不够浓厚。具体表现为：

一是尚未形成全省一盘棋格局。目前，对“康养到

贵州”品牌的推广仅停留在政府部门规划文件与少数媒

体报道层面，尚未上升为全省统一的行动范畴，未站在

全省经济一盘棋的战略高度，统筹规划，统一布局，并

进行统一整体的策划、设计、管理和推广，进而难以形

成现代意义上的区域公用品牌。

二 是 较 少 以 独 立 姿 态 出 现 在 对 外 宣 传 推 广 中 。 当

前 ， 贵 州 康 养 尚 未 以 独 立 姿 态 在 国 内 外 主 要 媒 体 上 出

现，其多依附或从属于文化旅游、中医药产业、养老服

务等产业领域。贵州对外形象宣传口号多基于发展旅游

而进行设定，缺乏对康养元素的必要呈现。各市州中也

仅有黔西南州以“康养胜地”作为对外宣传形象口号，

且该口号出现的时间也是最近两年的事，时间并不长。

（四）“康养到贵州”品牌支撑不足

“康养到贵州”品牌打造依然面临着支撑不足的困

境。具体表现为：

一 是 基 础 配 套 设 施 依 然 薄 弱 。 支 撑 贵 州 康 养 产 业

高质量发展和品牌形成所需的“医、食、住、行、游、

管、娱”等基础配套还不完善。乡村区域的康养聚集区

的医疗保障、健身步道、康养管理等设施有待加强，餐

饮洗浴供水时有不足，公共交通出行仍不够畅通，多数

只到行政村，短板还需加快补齐，文化娱乐设施和场所

缺乏。

二是优质医疗资源依然匮乏。贵州医疗资源水平低

于周边地区，人均高端医疗资源严重短缺。根据《2022

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截至2021年底，贵州三甲医

院数量为32家，比四川少97家、广西少26家、湖南少25

家、云南少22家、重庆少2家；从人均三甲医院数量来

看，贵州每百万常住人口拥有三甲医院数量也处于垫底

位置，为0.83家，而同期四川1.54家、云南1.15家、广西

1.15家、重庆1.06家、湖南0.86家。④

打造“康养到贵州”品牌的对策措施

打造“康养到贵州”品牌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其涉

及康养产品服务供给、营销推广、行业治理以及要素支

撑等各方面，因此要铸牢“康养到贵州”品牌根基、做

实“康养到贵州”品牌建设、厚植“康养到贵州”品牌

环境、强化“康养到贵州”品牌支撑。

（一）聚焦产品服务，铸牢“康养到贵州”品牌根基

产品和服务是品牌之基，没有产品和服务，特别是

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品牌也就无从依托，只有做好产

品和服务，才能做好品牌。因此，打造“康养到贵州”

品牌，拥有过硬的康养产品和服务是前提，要聚焦高品

质康养产品和服务供给，不断铸牢“康养到贵州”品牌

根基。

一 要 健 全 完 善 康 养 产 业 顶 层 设 计 。 把 康 养 产 业 发

展纳入基本省策，将推动康养产业发展放在全省战略优

先级，加快出台全省康养产业发展规划。坚持“标准为

先”，大力实施康养产业标准化战略，制定和实施一批

具有贵州特色的引领性、创新性、先进性、适用性的康

养产业和产品与服务规范标准。

二要创新高质量康养产品和服务供给。依托贵州山

地、气候、温泉、森林、运动、医药等特色资源优势，

聚焦康养市场需求变化，坚持“质量为骨”，以创新为

引领，加快形成以气候康养、旅居康养、温泉康养、运

动康养、森林康养、医药医疗康养等为主体的高质量康

养产品和服务供给体系。

三 要 大 力 培 育 康 养 市 场 主 体 。 实 施 康 养 “ 招 大 引

强、选优培强”工程和中小康养“专精特新”企业培育

工 程 ， 大 力 促 进 康 养 市 场 主 体 扩 数 量 、 提 质 量 、 增 效

益 、 优 结 构 ， 壮 大 康 养 市 场 主 体 规 模 ， 集 聚 一 批 活 跃

的、具有成长潜力的康养市场主体。

（二）聚焦影响力提升，做实“康养到贵州”品牌

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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