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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全 国 乡 村 特 色 产 业 十 亿 元 镇 亿 元 村 名 单 ” ， 2 0 2 2 年

又 入 选 农 业 农 村 部 公 布 的 “ 2 0 2 2 年 中 国 美 丽 休 闲 乡 村

名 单 ” 。 2 0 2 2 年 ， 米 易 县 有 三 条 旅 游 线 路 入 选 “ 全 国

乡村旅游精品线路”。米易县还深度开发颛顼文化、傈

僳族约德节、彝族火把节等文化旅游资源，推出易傈僳

梯田、枇杷生态园、海塔世外桃源等一批以田园风光、

民族文化为依托，以阳光康养为核心的乡村康养旅游产

品，推进文旅与康养、医养、运动、农业的深度融合，

着力形成层次分明、布局合理、多业融合的康养旅游产

业体系。2023年，米易县全年接待游客突破900万人次，

旅游收入超过100亿元，旅居一个月以上的康养人群占常

住人口的30%以上。

（三）项目带动是康养旅游发展的重要引擎

米 易 县 狠 抓 康 养 项 目 建 设 ， 成 立 重 点 项 目 工 作 专

班，实行“一对一”协调服务，全周期做好要素保障。

加快建设总投资达450亿元的金杯半山·米易太阳谷康养

度假区、米易太阳湖、远大美域等38个的文旅项目。总

投资约160亿元的金杯半山·米易太阳谷是全省康养产业

重点项目，将以“抗衰康养+亲子度假”为核心，打造

康养、旅游、酒店、营地、农业、阳光花街等多产业配

套，致力于建设国际抗衰康养亲子度假目的地，是迄今

为止攀西地区规模最大、功能最强、产业链条最完善、

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康养旅游项目。目前，金杯半山·米

易太阳谷游客接待中心、阳光餐厅、阳光书吧、日照半

山酒店、停车场、儿童乐园等项目已投入运营，2021年

接待游客达20万人次。米易县着力构建层次分明、布局

合理、多业融合的康养旅游产业体系，通过产业融合发

展打造全域、全龄、全时阳光康养旅游产业链，有力推

动全县阳光康养旅游转型升级和跨越发展。

（四）强化营销是康养旅游发展的强劲动力

米 易 县 全 面 落 实 《 米 易 县 促 进 服 务 业 高 质 量 发 展

的意见》《夏季旅游市场拓展奖励补贴办法》等各项激

励政策，与全国区域中心城市知名旅行社签订旅游合作

开发协议，持续扩大康养旅游市场规模。米易县坚持通

过“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常态化赴成都、重庆、

西安等省会城市开展宣传推介活动，在东北、华北中心

城市等地开展宣传推介，邀请成渝地区、东北三省、西

北四省、西藏等地老干部、文旅企业、知名作家和主流

媒体到米易感受“颛顼故里·阳光米易”的独特魅力，

让更多没有来过米易的人知晓米易、了解米易，让来过

米易的人爱上米易、不想离开米易。在常态举办米易灯

会、花会、庙会、元宵焰火晚会、颛顼龙舟大赛、“颛

顼故里、游学之旅”文旅体验活动等传统文化活动基础

上，2023年米易县精心举办“中国年味·米易浓”“清

凉度假·在米易”“深呼吸·在米易”三大品牌文化活

动，同时打造“阳光米易·精彩十二月”农文旅融合节

庆 系 列 活 动 ， 营 造 月 月 有 活 动 、 每 季 有 赛 事 的 浓 厚 氛

围，持续扩大影响、促进消费。

（五）完善设施是康养旅游发展的基础支撑

米 易 县 加 快 康 养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 2 0 1 9 年 米 易 客 运

中心投入使用，2021年米易高铁轨道站正式开通。开通

了米易至攀枝花和西昌的机场客运专线；改造提升旅游

环线道路建设，改建扩建县、乡、村道路，农村专线、

景区旅游专线公交可链接全域，获评全省首批乡村运输

“金通工程”样板县。

米易县加强康养旅游服务设施建设，提升改造游客

接待中心2个，积极构建“快进、慢游、易出”旅游综合

服务体系。进一步完善旅游导视系统、旅游标识标牌、

智慧旅游平台等公共服务体系建设。针对银发市场，依

托 北 京 华 方 颐 养 中 心 、 老 易 养 等 康 养 机 构 ， 重 点 推 进

“医养+康养”发展模式，着力建设智慧康养服务站、医

养结合点、康养智慧小区。加快推进乡村酒店和旅游民

宿规模化、标准化、特色化发展，完成50家星级乡村酒

店升级改造，康养旅游发展基础不断夯实。

我国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也是人口

老龄化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随着我国老年人口数

量不断扩大，基于银发经济的康养旅游产业和旅游消费

将成为2024年以及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热点。对米易县

康养旅游发展实践进行研究，不仅可以促进米易县康养

旅游的发展，也可为其他地区康养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

提供有益的参考。

（本文图片由米易县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提供，

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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