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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山东省计划将医养健康产业打造成新旧动能转换十强产业之一,并且将济南打造成具有泉城

特色的国际医疗康养名城,山东济南康养产业和乡村旅游的发展已走在全国前列。本文分析了济南南部

山区乡村康养融合发展的优势、劣势、机遇和挑战,并提出其融合发展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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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handong Province plans to build the medical and healthcare industry into one of the top ten 

industries for the conversion of old and new kinetic energy, and to build Jinan into an international medical and 

healthcare city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pring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ealthcare industry and rural tourism 

in Jinan, Shandong has been in the forefront of the country.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advantages, disadvantages,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of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rural health and health in the mountainous areas 

of southern Jinan, and proposes strategies for its integrate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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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下,在“健康中国2030”和

“乡村振兴”的双重战略下,乡村发展

主要以健康养老为立足点,集旅游、休

闲、运动、疗养、保健等多业态于一体,

实实在在为康养产业提供了政策支持和

机遇。 

传统的康养产业主要重视老年群体

的饮食起居问题,但是随着人们生活水

平的提高及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的迅猛

发展,涵盖医养结合、旅游、消费、保健

等内容的新型康养产业蓬勃发展。人们

的需求有了新的变化。 

2019年中央一号出台文件提出充分

发挥乡村资源、生态和文化优势,发展适

应城乡居民需要的休闲旅游、餐饮民宿、

文化体验、健康养生、养老服务等产业。

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发展富民

乡村产业。2021 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这不仅为康

养与乡村的结合提供了政策上的合法性,

也为开展城乡交流开拓了空间。在此背

景下,康养小镇、田园综合体、乡村旅游

等新兴业态不断涌现,乡村康养发展方

兴未艾。比较典型有北京田仙峪村田园

式养老社区、南京杨家村的“养老家”、

武汉汉子山村的农舍租赁、青岛的村办

敬老院、重庆城乡接合部的田园养老小

镇等。 

山东省计划将医养健康产业打造成

新旧动能转换十强产业之一,并将济南

打造成具有泉城特色的国际医疗康养名

城,山东济南康养产业和乡村旅游的发

展已走在全国前列。 

1 济南南部山区乡村康养融合

发展的 SWOT 分析 

1.1优势分析 

1.1.1生态环境良好 

南部山区环境优越,有较多的氧气

资源,空气清新,有着良好的天然景观。

气候属暖温带半湿润区的大陆性季风气

候。春季干燥少雨,多西南、偏南风；夏

季炎热多雨；秋季天高气爽,秋温高于春

温；冬季长而寒冷干燥,多东北风。南部

山区多年平均气温10-20℃,多年平均降

水量665.7mm,风速为3.0m/s,降雨量大

部分集中在6-9月份。南部山区是济南乡

村康养的优良侯选地,这里有“春来赏花,

夏来避暑,秋来撷实,冬来踏雪”四季皆

宜,良好的自然条件可以吸引老年人和

一些中青年人群,从而推动南部山区乡

村康养的发展。 

1.1.2旅游资源丰富 

旅游资源分类主要是自然旅游资源

和人文旅游资源两大类,自然旅游资源

内含地文、水域,生物景观。有山岳洞穴,

河流泉水,古树名木,奇异花草,野生动

物等。南部山区作为济南重要的泉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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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和生态保护区,自然环境优越并且旅

游资源丰富多样,种类繁多,具有独特优

势,具有较强吸引力。 

人文旅游资源包括有人文活动,遗

址遗迹。有寺庙石窟,摩崖字画,特色民

居以及一些民俗风情、文化节庆等。人

文旅游资源历史文化底蕴丰富,具有较

高的文物价值、宗教价值和鉴赏价值,

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在此交辉,为南部

山区乡村、康养旅游产品开发提供了良

好的资源基础和环境保障。 

1.1.3区位优越,交通便利 

济南市南部山区,地理位置独特,地

处泰山余脉,近年来南部山区凭借优越

的市场区位和便利的交通条件成为济南

乡村康养的 佳目的地。从济南市区到

达南部山区可以通过二环东高架上济泰

高速沿着省道317到达南部山区,大约40

分钟驾车到达,也可乘公交转站到达。 

在南部山区上总体格局上南都山区

将有两条“ 具颜值的高速”,在空间格

局上形成“三心。四轴。大片”的总体

空间格局。三心：包括依托神宫。柳埠。

西营三个重点片区,打造南部山区人口

集聚。经济发展以及提供公共服务。旅

游服务的核心要求。四轴：包括依托103

省过道打造旅游服务发展轴：依托济南

泰山高速打造休闲养生服务轴：依托绕

城高速大南环以及港西路打造农副产品

流通轴：能够在康养和游览过程中观看

农副产品流通轴,依托327省道打造东西

向城镇发展轴。 

1.1.4具有一定的发展基础 

南部山区在乡村旅游的发展上具有

一定的发展基础。南部山区作为济南的

后花园,以生产园区、生活社区、生态景

区‘三区’共建共享为路径,对南部山村

的村庄进行深入文化挖掘、环境美化优

化、基础设施完善等,培育了一些乡村旅

游新业态。南部山区森林、水源保护较

好,以生态休闲、乡村休闲和特色农业休

闲为主要产业形态,南部的生态与乡村

旅游经济带的发展为乡村康养的发展奠

定了基础。 

1.2劣势分析 

1.2.1环境污染 

南部山区是济南市泉水的发源地,

但一些景区和餐饮集团没有配备污水处

理和垃圾处理的设施,是目前环境污染

的主要因素。部分开发商或当地私人农

家乐为了较小的利益,建设在水边和山

区,缺乏污水处理能力和处理垃圾的设

施,导致生活垃圾、大量的污水等渗入地

下,造成环境污染。 

1.2.2社会问题 

随着南部山区“旅游+”、“康养+”

等开发,南部山区的人口越来越多,建筑

也随之增多,有的建筑毁坏山体进行建

设。这些建筑带来南部山区带来了很多

问题,不仅会带来环境问题还会带来社

会问题。 有名便是“济南南部山区山

体损毁案”,私自破环山体进行开采矿

石等活动。随着开发人口的增多,随着

无序开发的增多,引发了一些列社会管

理问题。 

1.2.3整合力度不够 

南部山区旅游资源众多。但由于整

合力度不够,没有打造出具有影响力和

竞争力的品牌。同时各种资源零散、缺

乏有效整合、缺乏统一规划、缺乏有效

管理等,影响该地区的进一步发展。 

1.3机遇分析 

1.3.1旅游政策康养化方向扶持 

2016年1月,原国家旅游局颁布了

《国家康养旅游示范基地》标准,同年10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要求各地区应根据区

域实际情况积极探索促进健康与旅游、

养老、健身及休闲融合的新模式。在国

家“十三五'规划和《“十三五"旅游业发

展规划》中,都不同程度地提出了全面建

设健康疗养旅游基地的要求,这些都为

康养旅游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政策机遇。 

1.3.2旅游消费观念的转变 

新冠疫情发生以后,国民对身心健

康和生态环境安全越来越重视,加之疫

情期间被禁锢的旅游消费需求,使‘健康

+旅游'这种形式成为普遍而持续的需求

热点。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旅

游经济蓝皮书(NO.12)》指出,中国居民

刚性旅游消费的基本面和中长期趋势不

会改变。业内专家认为,根据以往的经验,

旅游消费升级的大趋势并不会随着疫情

而改变固。这表明后疫情时期,中国康养

旅游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1.3.3康养市场需求旺盛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现在正面临

着人口变化。老年化现象日益增加。随

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人们的收入的

增长以及老年化人群的攀升人们在旅

游的同时,对健康也有了一定的要求。

可见,乡村康养旅游有着庞大的市场和

发展前景。 

1.4挑战分析 

首先市场竞争剧烈。山东省内很多

城市制定各种政策、规划支持康养旅游、

乡村康养等“康养+”产业发展,加剧了

市场竞争,给济南南部山区乡村康养产

品带来了一定的竞争压力。城市周边休

闲类旅游产品、旅游目的地的打造,也加

剧了竞争。其次,当前推出的乡村康养产

品大同小异,没有太多的当地特色。严重

的产品同类化对南部山区乡村康养旅游

的行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 济南南部山区乡村康养融合

发展的策略分析 

2.1坚持可持续发展理念,保护为主

开发为辅 

坚持可持续发展理念,要健全生态

文明建设制度体系,正确处理好保护与

发展的关系,树立发展是生态保护前提

下的发展、生态保护就是发展,必须走创

新发展之路的理念。在发展途径上扬长

补短,绿色富国,并不否认旅游的发展,

实现“绿色富国”,将成为我国旅游业可

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2.2完善基础及配套设施 

想要提升自身的知名度就要先提升

自己本身的硬件设施,进行适当的宣传

手段,也要提升相关旅游服务质量,提高

游客的满意成度,因此南部山区要有完

善的医疗服务设施,以及现代化的医疗

和康养旅游服务质量。要进行严格的服

务体系的标准化。 

将康养活动跟生产相结合,通过农

业劳作实现农业和经济同步发展在养

生的过程中,将生产进行下去将生产和

养生相融合,达到农业养生的目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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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将趣味和劳动相结合,让劳动的过程

充满趣味性,让消费者达到身心愉悦的

目的。 

2.3重视市场营销,走品牌化发展

之路 

要使南部山区旅游在市场竞争中立

于不败之地,就必须结合旅游者的需求

特征,深掘乡村旅游资源的内涵,从而凸

显文化品位,融入独特创意,进行主题开

发,将其开发成为有深度、有内涵的旅游

产品,走品牌发展道路,重视市场营销的

作用。 

济南市各级政府应根据各地实际

需要,主导制定南部山区乡村旅游发展

的旅游宣传促销总体方案和年度促销

计划,并设立宣传促销专项资金,进行

系统的乡村旅游宣传工作；政府还要积

极引导广大市民参与南部山区乡村旅

游,树立南部山区乡村旅游的整体品牌

形象,走品牌化营销之路。在发展新客

源方面,应在开发高质量的乡村旅游产

品的基础上,吸引济南市以外的游客,积

极拓宽市场。 

2.4规划先行,走高标准发展道路 

济南南部山区,乡村康养产业的发

展应坚持高起点规划、科学运营原则。

规划是设计、投融资、建设和运营的前

提,没有强有力的、科学的规划,南部山

区康养产业发展极易南辕北辙。具体来

说,政府要充分发挥规划引领作用,高水

平编制规划,不仅要编制概念性规划,还

要编制控制性详细规划,实行多规合一,

并突出规划的前瞻性、协调性、操作性

和有效性。相关部门统一规划,建设标准

化配套,小景区归并大景区,核心景区范

围内串成一条线,积极发挥其优势,取长

补短,提高综合能力。 

3 结语 

在“健康中国2030”和“乡村振兴”

的双重战略下,在济南打造国际医疗康

养名城进程中,济南南部山区的乡村康

养产业迎来发展的机遇。通过分析,提出

济南南部山区乡村康养的融合发展策略,

即坚持可持续发展理念,保护为主开发

为辅；完善基础及配套设施；重视市场

营销,走品牌化发展之路；规划先行,走

高标准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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