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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现场

安徽中安健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牛阳

做了题为《旅居养老行业研究及案例分析》的报告，从

旅居养老行业特点、行业趋势研究、国内旅居养老实

践案例、安徽旅居小镇建设案例等多个角度对旅居养

老行业进行了深度剖析。

牛阳指出，旅居养老是旅游服务业和养老服务业

结合，整体上归于旅游服务大类，但相比于一般旅游

服务业，旅居养老讲究的是慢节奏的出行方式，让客

户群体融入其中，通过时间的沉淀，让客户群体感受

不同地域风光和文化特色。旅居养老的客户人群一

般针对活力老人（年龄在75岁之前），让老人在安全、

轻松、私密、整洁、舒适、和谐的环境下,体验休闲度

假、旅居交友等活动的乐趣，从而心情愉悦，真正享受

“旅游+居家+度假+享老”的生活式度假带来的快乐，

提高活力老人的生活质量。

基于安徽旅游服务业现状，发展旅居养老产业具

备如下优势：安徽旅游业丰富的资源优势为旅居养老

的发展提供了优质的自然环境；旅居养老一方面可以

丰富安徽旅游业的产品结构，形成差异化经营，另一方

面，旅居养老与机构养老相互补充，互相促进，在中老

年群体中较易形成品牌认同感，增加客户粘性；安徽对

旅游业在政策上的进一步支持和鼓励，以及安徽经济

水平的快速增长，为旅居养老奠定了良好的发展空间。

那么旅居养老行业参与方该如何发展呢？牛阳

给出了建议，对养老机构而言，可以与有资源的特色

小镇合作，搭建旅居养老平台联盟，打造有针对性的

旅居养老产品，沉淀目标客户。对安徽特色小镇而

言，充分利用安徽丰富的资源及政策优势，放眼长三

角目标群体需求，与合作方共同开发有特色、差异化

的旅居养老产品。

中安健康副总经理牛阳：安徽放眼长三角 开发差异化旅居养老产品

深耕旅居康养 凸显安徽特色
安徽省旅居康养发展论坛成功举行

11月 16日上午，2019长三角民

政论坛暨养老发展与中医药健康养生

博览会系列活动之一——安徽省旅居

康养发展论坛在合肥丰大国际酒店成

功举行。本次论坛由安徽省民政厅主

办，安徽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安徽

省健康文化旅游产业促进会和安徽星

报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共同承办。

伴随着我国大健康产业的蓬勃兴

起以及长三角地区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的形势，安徽省健康产业充分依托政

府政策扶持，借助良好的自然禀赋优

势，发挥不断进取的创新精神，取得了

长足发展。本次论坛旨在共同探索作

为长三角地区“后花园”的安徽省，如

何又好又快发展养老、旅居康养等产

业,并实现长三角区域健康产业协同

发展的思路和做法。
□ 记者 唐朝 张贤良/文 周诚/图

日医青木贵子：
介护保险制度值得中国养老行业
借鉴

本次论坛的第一位演讲嘉宾是日医（北

京）居家养老服务有限公司培训总监青木贵

子，她为现场观众带来了题为《日本的社区养

老及日医在中国的事业展开》的主旨演讲。

青木贵子在演讲中表示，当前日本的平均

寿命达到了 83.7 岁，位居世界第一，“在不到

70 年的时间内，日本的平均寿命增加了 30 多

岁，老龄化发展急速且显著。”青木贵子说道。

随着老龄化的加剧，需要介护的老年人不断增

加，介护期间的长期化等介护需求的日益扩

大。在此背景下，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2000

年日本启动了介护保险制度。

演讲中青木贵子介绍，介护保险制度是

指由社会全体托底支撑的老年人介护体系，

该制度跳脱单纯照护老人生活起居的层面，

护理对象可自主选择各项保健医疗服务及福

祉服务，并采用了保险负担和个人负担关系

明确的保险方式。在介护保险制度下，老年

人可享受到居家服务、入住养老机构等多项

服务。

“近年来，日医通过设施委托运营、组织培

训讲座以及咨询业务等措施，为中国的介护养

老行业发展做出了贡献。”青木贵子说道。据

了解，日医集团于1973年成立，1996年开始发

展健康护理业务，2000 年以来随着日本介护

保 险 制 度 的 推 行 ，集 团 规 模 也 逐 渐 壮 大 。

2012年，日医进入中国，现在北京、上海、广州

成立了三家全资子公司，主要开展居家上门介

护服务以及介护人才培训。

作为本次论坛的“重磅”嘉宾之一，安徽师范大学

地理与旅游学院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兴柱在

论坛上做了题为《推进旅居康养目的地高质量发展》

的主旨演讲。杨兴柱从基本认知、发展路径等多个方

面，对安徽省以及长三角地区的旅游康养产业进行了

解读。

“旅居康养是指以康养为动机产生流动性，在非

惯常环境因康养需要而短暂居住，从而形成惯常环

境。”杨兴柱介绍道，旅居康养需具备三个条件，即以

康养为旅游吸引物、具有健康的人居环境、流动性下

的惯常环境。

杨兴柱在演讲中表示，旅居康养面向的客群市场

主要是城市人以及有一部分从农村走向城市的人

群。“这些人群居住在高楼大厦，天天面对紧张高压的

城市生活，也再没有自由轻松呼吸的空间和时间。”在

他看来，旅居康养的灵魂就在于给所有客群一个“真

实的生活”。

杨兴柱提到，高质量发展目前已成为我国经济社

会发展总指引，也为旅居康养发展提供了战略指引和

基本遵循，而长三角地区则拥有优质的旅居康养资

源。截至2018年，长三角拥有世界自然遗产4处，省级

以上风景名胜区 122 个、自然保护区 94 个、森林公园

284个、湿地公园194个、地质公园30个，森林旅游和

康养产值超过3500亿元，年接待游客量5.5亿人次。

“旅居康养强调达到全面舒畅身心的目的，应突

破以往景区旅游单个独立发展的模式。”杨兴柱认为，

安徽省及长三角其他地区应充分挖掘项目地与项目

地之间的过渡地带资源的康养价值，并将区域打造成

为一个产品丰富、产业完善、服务健全、营销多维的旅

居康养共同体。

安师大地理与旅游学院系主任杨兴柱：旅居康养灵魂在给客群“真实的生活”

“打造长三角旅居康养的安徽模版”沙龙对话作

为本次论坛的重要环节，邀请到了四位重磅对话嘉

宾，分别是上海市爱护网健康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总经

理陈帮贯，九如城集团副总经理董武，珩琅山玫瑰谷

健康小镇、月上西河芜湖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董事

长、安徽健康文化旅游促进会副会长、安徽省健康小

镇联盟主席吕向东，天悦湾温泉幸福健康小镇、安徽

盛世天源养生文化集团董事长、安徽省健康文化旅游

产业促进会副会长张杰。

四位嘉宾首先介绍了各自企业的特色，以及分享

了旅居康养方面的经验。其次，分别从各自领域出

发，对长三角旅居康养的模式进行深度剖析，对安徽

旅居康养的创新与发展做进一步探索与规划。未来，

长三角三省一市需要不断调动各自区域内旅居康养

相关资源的联动性，发挥互相协作、资源共享、经验互

换的优势，打破区域内旅居康养服务联合协作的壁

垒，为“旅居共同体”的建立与运营、前景发展等内容

探讨奠定基础，做好友谊互动、加速促进长三角区域

旅居康养产业的进一步升级，打造长三角旅居康养的

安徽模版。

沙龙对话：打造长三角旅居康养的安徽模版

与会嘉宾畅聊旅居康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