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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智补力 以才助跑 力促畲乡经济社会发展
景宁生态休闲养生（养老）经济促进会工作回眸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是孝道文化千

年传承与重托，“黄发垂髫、怡然自乐”是

数亿中国老年人的晚年梦想与追求，养生

养老产业的发展承载着变革老年人生活

方式、构建和谐安乐社会氛围的使命，功

在当代，利在千秋。

景宁是全国唯一的畲族自治县，被誉

为“中国畲乡”。我县 60 岁及以上人口

46324人，占全县总人口的41.73%，老龄化

趋势日趋增长，养生养老产业发展的需求

也日趋迫切。

响应市委、市政府的统一安排部署和

现实发展需求，在县委、县政府的重视下，

2013 年 1 月，景宁成立生态休闲养生（养

老）经济促进会，本着“对应、精简、实效”

原则，组建了与市促进会“1+5”的架构模

式相衔接的“1+5”模式，下设食养、体养、

水养、药养、文养等5个部，会长、副会长由

时任相关县领导兼任，各部主任、副主任

由全县退居二线的优秀科局级领导或县

内有较大影响的企业、协会、群团负责人

担任。

近年来，促进会以“食养、药养、水养、

体养、文养”为工作总轴，以生态休闲旅游

景区、休闲养生（养老）基地等建设为载

体，引导和团结景宁从事旅游、房产、文

化、医疗保健、教育培训、养生农林业、养

生养老用品制造、餐饮等生产经营、科研

开发单位及健康相关领域的企业家、科技

专家、养生专家，加强与国家、省、市休闲

养生养老机构的交流与合作，提高养生养

老产业发展质量，服务政府、企业和消费

者。截至目前，促进会共举办活动 20 多

个，参与、协助活动100多次，承办全市养

生活动 3 次，创建养生基地 10 个，慰问新

增百岁老人80多人次，举办养生健康讲座

8次，编辑出版文化养生书籍12本，约140

万字。以丰富的活动、扎实的工作共同推

动畲乡养生养老经济发展，为景宁打造山

区和民族地区共同富裕先行示范区而努

力。

以活动促发展

养生养老产业发展氛围进一步浓厚

活动是促进会开展日常工作的重要

方式之一，自成立以来，促进会积极组织

举办或参与全县的各类助推养生养老产

业及经济活动，以活动凝聚养生养老力

量，促进养生养老经济发展。

参与文化节活动。积极参与、指导、

协助大漈乡户外运动休闲养生帐篷节、渤

海垂钓渔乐休闲文化节、毛垟乡带溪文化

节、雁溪古风摄影节、东坑镇深垟村药膳

养生文化节等活动举办，发挥促进会人才

智力优势为活动添彩。其中，在与渤海镇

共同举办渤海镇垂钓娱乐休闲文化节基

础上，把渤海镇打造成发展乡村经济并集

旅游、养生、垂钓与一体的休闲基地，并把

基地作为县、市养生养老促进会的工作联

系点。与县文广旅体局一同积极协助大

漈乡建设集旅游、养生、运动、休闲与一体

的体育休闲养生中心项目。

举办研讨交流活动。组织举办了“海

峡两岸（浙江·景宁）山区经济发展暨美丽

乡村与蕈菌养生研讨会”，老年人文艺汇

演、运动会、书画展，“讲好景宁故事（传

说）”主题征文，“首届森林康养”等活动；

积极组织开展“药膳十大碗”“老干部健康

养生”“人才培训”讲座；深入实施畲医药

养生知识讲座走进农村、走进学校计划，

进一步扩大养生知识科普人群范围；开展

民宿业主培训交流会以及农家乐厨师培

训；协助县奇石协会成功举办“2014 年浙

江省观赏精品暨景宁青花石展”。

开展行业调研。开展了《关于全国畲

族文化发展基地建设情况和推进全国畲族

文化总部建设的调研报告》《畲医药养生养

老经济发展的一些思考》《全县蔬菜生产经

营质量安全管理情况》调研，并形成报告，

对我县生态休闲养生养老行业现状和发展

趋势提出意见和建议，为政府决策提供参

考。《发展“五养”产业，提升畲乡品味》论文

在《浙西南山区经济发展研究》和全国性刊

物《农村经济与科技》上刊出，有效宣传推

广我县发展生态休闲养生养老产业的做法

和经验，对我县生态休闲养生养老产业发

展具有积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以行动谋发展

养生养老产业进一步夯实

促进会以行动谋发展，扶持畲医药产

业发展、推介养生养老产业、慰问百岁老

人、编辑出版文化书籍，进一步夯实全县

养生养老产业。

扶持畲医药产业发展。举办“中国民

族医药学畲医药学术研讨会”“中国畲医

药养生研讨会”，开展畲药药食同源品种

和药膳食谱调查，收集畲药药食同源品

种、药膳食谱，协助林业、农业、医药等部

门研究制定畲药产业发展相关扶持办法，

对畲药（保健食品）等产品的生产、加工，

科研重点企业和畲药种植大户示范基地

建设和畲药产业科技进步项目及科研成

果予以扶持和奖励，为制定《景宁畲族自

治县林下经济发展实施方案》献计献策，

推动畲医畲药文化发展。

推介养生养老产业。协助推进农旅、

文旅、森林康养等产业融合，率先向县政

府提出建议，探索发展森林康养休闲产

业。加强与招商部门的对接，充分挖掘我

县现有养生资源，通过精心包装谋划，广

泛吸引社会资本投入开发，不断做大做强

养生产业，构筑我县休闲养生产业发展新

优势。与县文广旅体局联合开展“神奇畲

乡·养生福地”宣传活动，拍摄“五养”专题

宣传片，在《浙江经济生活》频道播放，宣

传景宁，展示养生福地。积极配合县总工

会赴温岭、海盐等地进行职工疗休养

宣传和推介活动，不断提高景宁旅游

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多角度展示景宁

丰富的旅游产业资源和转型发展成

果，进一步宣传和推介景宁生态养生

旅游产品。

慰问新增百岁老人。每年定期开

展对新增百岁老人走访慰问活动，并

为百岁老人送去“百岁寿星”证书、“百

岁寿星”唐装、慰问金，展现我县尊老、

助老、孝老的社会风尚，同时也宣传了

丽水“长寿之乡”品牌。

编辑出版文化书籍。编辑出版

《景宁畲族自治县民间音乐集成》《畲

乡武林轶事》《党庆百年》老干部诗词

楹联集、《长寿在中国畲乡——景宁

百岁老人养生秘诀》《畲药药食同源

品种和药膳食谱》《实用畲族药膳学》

《整合畲药学》《中畲医结合临床应用

手册》《环敕木山民间故事》《毛垟红

色之旅》《生态休闲养生（养老）诗词

楹联特刊》等12本文化养生书籍。其

中，《景宁畲族自治县民间音乐集成》

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 38 万

字，二级教授、音乐学博士，浙江省长三

角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国家社

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黄大同对该书

评价：“全省第一本县域民间音乐全集，

第一次以乐谱实录表现的景宁全县民间

音乐。这一厚重的编纂成果系统地展现

出该县畲汉两族的民间歌曲、民间器乐、

戏曲音乐与曲艺音乐的全貌，其中绝大

多数音乐是以正式出版形式首次见诸于

社会”。《畲药药食同源品种和药膳食谱》

共收集畲药药食同源品种 51 个，药膳食

谱 87 个。《实用畲族药膳学》由中国纺织

出版社出版，全书 5 万多字，图片 200 多

幅，浙江省中医院国家级名中医周维顺

对该书评价：“本书具有科学性、原创性

和实用性，是畲族药膳领域有价值的著

作，图书主编在食疗和药膳领域有一定

建树，有相关出版经验，建议出版，以填

补本领域的空白”。通过书籍的编辑出

版和理论研讨，极大宣传了养生（养老）

知识，对畲乡文化的积淀、发展起积极的

促进作用，有力助推“五养”产业及经济

发展。

以平台促建设

养生养老效应进一步显现

平台的建设承载着养生养老产业的

发展，是基石，也是助推器。促进会发挥

自身独有的人才优势、智力优势，全力支

持协作全县养生养老平台的建设与发展。

推进畲药信息平台的建设。建立畲

药科技创新服务平台专家工作站，配合县

委县政府及有关部门聘任省内中（畲）药

材种植基地研究的专家，建立专家资源

库，构建市场信息服务、技术咨询服务、合

作研发等互通互联平台，为景宁畲药产业

的可持续发展夯实基础。

开展养生基地建设。指导和扶持澄

照乡金坵妙余中药材农村合作社、景宁梅

花庄家庭农场、景宁春霞家庭农场、景宁

林水富家庭农场等畲药产业重点企业和

种植大户发展，提高药养产品知名度；加

强畲森山“景宁600”产品展销中心畲医药

橱窗建设，夯实药养产品供给。助力畲药

（黄精）养生基地、草鱼塘森林康养基地等

“五养”项目建设以及“避暑休闲养生村

落”建设，建成“黄山头畲药展示中心”“草

鱼塘森林公园”两个示范基地，大均乡李

宝村、伏叶村，东坑镇根底岘村、深垟村以

及大漈乡垟心村等市级养生乡村；积极组

织队伍参加丽水市特色养生菜肴评选活

动，展示畲族特色饮食文化，打响景宁特

色养生菜肴品牌，同时，配合并认真完成

市促进会交办的各项任务和相关活动。

培育“五养”重点企业。助推“五养”

行业服务管理规范达标企业、重点企业示

范基地培养和建设，目前浙江景宁大自然

食品有限公司、浙江博士园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浙江奇尔茶业有限公司、景宁畲草

堂畲药发展有限公司、畲乡鸿宾大酒店、

浙江景宁自强实业有限公司、浙江鼎大玩

具有限公司、景宁富利达木质工艺品有限

公司、浙江景宁物流有限公司（一山实业

发展有限公司）等18家企业被市促进会评

为市重点养生企业，进一步壮大了我县养

生企业队伍，提高了养生企业素质，扩大

了养生企业影响力，激发了企业参与我县

生态休闲养生（养老）发展的积极性和主

动性。

以制度促提升 生态休闲养生

（养老）经济促进会进一步规范

促进会成立8年来，不断强化内部管

理，通过完善规章制度、开展理论学习等

途径发展促进会，进一步打造精简、实效、

鲜活的协会团体。

强化规范管理。促进会完善各项规

章制度，进一步完善会员代表大会、理事

（常务理事）会议制度及其他各项内部管

理制度，进一步提升管理水平。不断加强

队伍建设，优化促进会队伍，增强会员之

间信息、资源等共享，提高会员参与促进

会活动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进一步激发工

作激情活力和创新精神。

强化理论学习。认真组织学习党的

理论政策，及时传达中央及省、市、县重大

会议精神，学习借鉴其他兄弟县市开展各

项养生活动的好经验好做法，武装自己、

丰富自己，使各项养生活动谋划具有引领

性，进一步提高规范化水平和凝聚力。

养生养老、幸福绵长。县促进会将和

全社会一起，努力让“在畲乡养生养老是

一件幸福事”的共识深入人心，打造景宁

独具特色的养生养老品牌，推动大健康与

大生态、大旅游深度融合发展，为畲乡养

生养老产业插上腾飞的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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