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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国 土 经 济 学 会 

 

 

关于创建“康养旅游”目的地 

 健康中国·养生农业示范区 

通   知 

 

     县（市/区）人民政府： 

中国“药食同源”思想源远流长。《黄帝内经·素问》指出：

“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合而服之，

以补精益气。”这一论述，为农、林、牧、渔各自的养生作用和

价值，分别做了界定。历代中医名家，也多有“君子有恙，先以

饮食疗之，食疗不愈，然后用药”的理念。 

为弘扬中医药传统文化，确定现代农业产业园、田园综合体

等项目建设思路和主题，以“农旅融合”助力康养旅游和大健康

产业发展，繁荣县域经济，促进乡村振兴，奠定“健康中国”的

坚实基础，中国国土经济学会联合中国农学会、中国营养学会等

15 个国家级涉农团体成立“科创中国·乡村振兴联合体”，由中

国农业科学院院长唐华俊院士领衔，推动创建“健康中国·养生

农业示范区”。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创建意义 

1．提高农产品附加值。突出农副产品的健康养生功效，通

过对药材、杂粮、食用菌、蔬果的配伍、加工，尤其在旅游休闲

和健康服务方面的就地消费和应用，大力提升农产品附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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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效促进三次产业深度融合。以康养服务为引领，促进

中医药养生与生态农业、休闲度假、研学教育相结合，强化中药

材、杂粮、食用菌和蔬果在种植、养殖、加工、应用等全过程的

有效衔接，有效促进三次产业的深度融合。 

3．让全域旅游更精彩。推动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升级换代，

让农副产品更值钱，让全域旅游更精彩。 

4．不仅吃出美味，还要吃出健康。餐饮业作为旅游业重要

支柱，养生农业支撑的餐饮不仅吃出美味，还要吃出健康，不仅

以“三品一标”确保食品安全，还注重食材配伍的养生保健功效，

比单纯的“食材好”技高一筹。 

5．为名优特产（旅游商品）做认证。未来，食材来自“健

康中国·养生农业示范区”——将成为全国各地餐饮业可溯源、

品质保证和值得信赖的标志。 

6．为康养旅游做代言。创建“健康中国·养生农业示范区”，

就是充实、完善和巩固全域旅游体系，创建康养旅游胜地，打造

县域经济新名片，为县域康养旅游做代言。 

 

二、创建主体 

示范区创建主体以县级行政单位为主，也可以是涉农企业集

团。县级政府全域创建，也可推荐辖区内的村镇或企业作为创建

单位。县（市/区）实施全域创建的，建议由政府办统筹安排，

由县（市/区）农业农村局或文化旅游局具体承办。 

 

三、创建内容 

1．示范区创建工作以法定社团标准“康养旅游目的地，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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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经济新名片：健康中国·养生农业示范区（评价体系）”为依

据，由中国国土经济学会旅游发展委员会具体执行。 

2．基于“全域旅游规划设计”（村落景观及民宿营造，民俗

文化整理与创意呈现，自然教育与研学旅游课程设计，多业态协

同与产业融合，节庆活动…等），奠定示范区良好的文旅环境。 

3．根据“药食同源”及“治未病”思想，针对当地气象、

地质地貌和生物多样性等不同特点，结合中医中药、医学地理、

农业生态和预防医学，组织中国科学院、中国社科院、中国中医

科学院、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北京

第二外国语学院等权威机构专家，分别制订特色鲜明、因地制宜

的《养生农业与康养旅游·产业发展行动计划》。 

4．召集旅游委员会成员企业参与支持，协助构建农、工、

商与旅游休闲和健康服务一体化融合发展的养生农业体系——

通过农林牧渔相互搭配的间作、混作、套作和轮作，深加工过程

的组方配伍，以及与旅游休闲和养生保健等多业态的深度融合，

建立结构优化、系统集成、协同发展的全产业链大农业。 

5．养生农业设计原则:空间上突出“地理标志”承载的气象、

地理和物种资源优势；时间上顺应 24节气和 12 时辰子午流注的

生产和生活节律；顾客服务方面适应 9 种体质的个性化定制。 

 

四、创建流程 

1．接本通知后，创建单位按附件《申请创建“健康中国·养

生农业示范区”确认书》格式填报确认书，回传至中国国土经济

学会秘书处（联系人/张云慧；电话 18910784795）。 

2．中国国土经济学会旅游发展委员会组织相关专家及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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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前往考察调研，协助制订《养生农业与康养旅游·产业发

展行动计划》（规划内容及经费由旅游委员会秘书处与创建单位

共同协商），最终成果由编制单位和创建单位共同审定。 

3．创建单位按照示范区既定规划，及时进行部署实施。 

4．示范区专家委员会组织专家实地考评、验收就创建单位

《养生农业与康养旅游·产业发展行动计划》落实情况。 

5．在年度“中国养生农业与康养旅游大会”上，对于既定

规划已经落实 1/3 以上工作量的创建单位，统一分别授予“健康

中国·养生农业示范区/县/市/基地”证书或牌匾；养生农业与

康养旅游年会因特殊原因未能举办时，可单独分别授牌。 

 

五、其他事项 

对于获授“健康中国·养生农业示范区/县/市/基地”内的

若干项目，我会将根据创建主体资源禀赋和规划建设情况，按照

国家关于现代农业产业园、田园综合体等相关政策，协助申请中

央财政补助资金。 

特此通知，欢迎创建。 

附件：评价体系/申请创建确认书 

 

中国国土经济学会 

2021 年 12 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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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养旅游目的地 县域经济新名片 

健康中国·养生农业示范区 

评价体系（国家社团标准） 

 

总得分：      =生产体系    +市场体系     +文旅环境     +管理机制      
 

主要指标 评价依据及赋分值 得分 

 

 

 

 

 

 

 

 

 

 

 

 

生 

产 

体 

系 

（35分） 

1、生产方式（5分） 

（1）1/3 以上六不用（不用化肥、化学农药、地膜、除

草剂、人工合成激素及转基因种子）（5分） 

（2）1/3以上有机（4分） 

（3）1/3以上绿色（3分） 

（4）1/3以上无公害（2分） 

（5）1/3以上采用轮作/间作/套作/混作技术（3分） 

 

2、富硒农业（3分） 

（1）天然富硒（3分） 

（2）人工富硒（2分） 

 

3、药食两用食材及杂粮（7分） 

（1）品种在 15种以上（7分） 

（2）品种在 10种以上（6分） 

（3）品种在 5种以上（5分） 

 

4、道地药材（3分） 

（1）品种在 3种以上（3分） 

（2）品种在 2种以上（2分） 

（3）品种在 1种以上（1分） 

 

5、药材+蔬果+杂粮+食用菌生产用地面积（7分） 

（1）合计 1万亩以上（7分） 

（2）合计 5000亩以上（6分） 

（3）合计 1000亩以上（5分） 

 

6、功能食品生产加工（5分） 

（1）品种在 5种以上（5分） 

（2）品种在 3种以上（4分） 

（3）品种在 1种以上（3分） 

 

7、精油/香包/熏香等农林类养生用品（5分） 

（1）品种在 5种以上（5分） 

（2）品种在 3种以上（4分） 

（3）品种在 1种以上（3分） 

 

 

 

 

 

1、地理标志农产品（6分） 

（1）品种在 3种以上（6分） 

（2）品种在 2种以上（5分） 

（3）品种在 1种以上（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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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场 

体 

系 

（35分） 

2、健康养生服务（8分） 

（1）10处以上药膳/药浴及芳香 SPA场所（8分） 

（2）5处以上药膳/药浴及芳香 SPA场所（7分） 

（3）1处以上药膳/药浴及芳香 SPA场所（6分） 

 

3、健康食品/用品/场馆注册商标（5分） 

（1）有 5大类以上（5分） 

（2）有 3大类以上（3分） 

（3）有 1大类以上（2分） 

 

4、销售渠道（6分） 

（1）全国范围线下线上整合营销网络（6分） 

（2）仅限本地线下店铺销售（3分） 

（3）仅有线上电子商务（2分） 

 

5、健康科普与食育（10分） 

（1）3处以上中药植物园/食育/耕读基地（10分） 

（2）2处以上中药植物园/食育/耕读基地（8分） 

（3）1处以上中药植物园/食育/耕读基地（7分） 

文 

旅 

环 

境 

（15分） 

（1）新颖的全域旅游规划设计（村落景观及民宿营造，

民俗文化整理与创意呈现，自然教育与博物旅行课程设

计，多业态协同与产业融合，节庆活动…等）（15分） 

（2）民宿、村落和研学教育基地配备耕读文化读物，定

期举办中医药科普、食育和乡土文化节庆活动（12分） 

（3）定期举办乡土文化节庆活动（10分） 

 

管 

理 

机 

制 

（15分） 

建立县级全域旅游发展机制、大健康产业发展机制、乡村

振兴促进机制 3种管理机制。 

（1）兼具以上 3种机制（15 分） 

（2）以上 3种机制具其 2（13 分） 

（3）以上 3种机制具其 1（10 分） 

 

 

◆关于加分项的补充说明 

具备如下条件的，可以加分—— 

条件一：编制有《养生农业与康养旅游·产业发展行动计划》者，加 20分。 

条件二：拥有优质生态环境被授予“美丽中国·深呼吸小城”者，加 15分。 

条件三：有较大规模温泉资源并被授予温泉之乡者，加 15分。 

条件四：因本地特色地理标志产品被授予“中国 XX之乡”者，加 10分。 

条件五：确定为国家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区(基地、项目) 者，加 10分。 

条件六：实施农田土壤修复和养护，并采用生物/物理植保技术者，加 10分。 

——总得分在 90 以上者为五星级养生农业示范区（县/市/基地）；80 分以上为四星级养生

农业示范区（县/市/基地）；70分以上为三星级养生农业示范区（县/市/基地）；低于 70分

但已编制《养生农业与康养旅游·产业发展行动计划》者为普通示范区。 

◆本评价体系为中国国土经济学会公布的国家级社团标准。 
 

中国国土经济学会旅游发展委员会 
2021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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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创建 

 健康中国·养生农业示范区 

确认书 

 

中国国土经济学会旅游发展委员会： 

贵会《关于创建“康养旅游”目的地“健康中国·养生农业

示范区”通知》收悉，经         人民政府研究决定，我县（市

/区）拟全域申请创建“健康中国·养生农业示范区”。 

创建工作承办部门为              ；联系人：        ；

电话/手机：            。请贵会安排专家团队择机前来考察

调研，以确保创建工作顺利推进。 

特此申请，请予支持！ 

 

（创建机构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创建单位的资源禀赋和现状简介 

1、本县现有农产品（包括中药材资源）种植养殖、加工、

销售及“三品一标”情况简介； 

2、康养旅游及养生资源（温泉、森林、湖泊等）情况简介； 

3、大健康产业、康养旅游、田园综合体、休闲农业的发展

现状和推进相关产业发展的政策机制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