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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康养产业既是绿色产
业又是朝阳产业，既是健康产
业又是富民产业，大有潜力、大
有可为。

庚子岁末，峭寒烈烈。北
京市东城区和平里东街18号
院六层一间向阳的小办公室内
却温暖如春。时近中午的充足
冬阳将灿灿光辉洒满素朴、简
洁的房间。

言及森林康养的话题，在
堆满文件的办公桌另一面，
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国家
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刘东
生恬淡从容，侃侃而谈：“森
林康养产业既是绿色产业又
是朝阳产业，既是健康产业
又是富民产业，大有潜力、大
有可为。党中央、国务院对康
养事业高度重视，明确提出了
健康中国、养老服务、医养融
合、振兴中医药等国家战略，
森林康养是这些战略的重要
组成部分”。“2019年，国家林
草局联合民政部、国家卫生健
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四部门共
同印发了促进森林康养产业
发展的指导意见，并部署开展
国 家 森 林 康 养 基 地 建 设 。
2020 年，国家林草局等四部
门联合公布了首批96家国家
森林康养基地名单，引起社会
积极反响。目前，各地、多个
民间组织、社团企业等积极开
展森林康养有关活动，社会资
本非常看好森林康养产业的
发展前景。”

森林康养初具雏形

诠释何为森林康养，谈到
中央的高度重视，言明以国家
林草局等四部门力促森林康养
基地建设的情况，刘东生胸有
韬略、如数家珍。作为分管此
项工作的主要领导，刘东生对
森林康养的现状、未来、建设原
则、发展举措，有着比常人更
多、更深、更远的考量。

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要
求“多渠道筹集建设资金，大力
改善休闲农业、乡村旅游、森林
康养公共服务设施条件”；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要“建设
一批设施完备、功能多样的休闲
观光园区、森林人家、康养基地、
乡村民宿、特色小镇”；2019年，
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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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林草局认真落实中
央要求，将森林康养作为一项
重点工作抓部署抓落实。”刘东
生介绍，全国各地充分发挥自
然资源禀赋、森林药林、地域文
化等区域特色，根据自身森林
资源、景观资源、地热资源、医
药资源、食材资源、人文资源等
优势发展特色森林康养服务。
截至目前，在地方政府和有关
部门、社会团体的组织指导下，
各地已建立了千余家森林康养
基地，为群众周末休闲、健体康
养等提供了重要场所，为抗疫

一线工作者提供了优惠或免费
服务。

刘东生举例说，山西省委、
省政府持续打造“康养山西、夏
养山西”品牌，在大健康、大康
养、大文旅深度融合、竞相发展
的背景下，依托多年来生态建
设的丰硕成果，发挥地理环境
适宜、气候宜人宜居、交通便捷
高效、住宿品质升级、药食同源
多样、文化底蕴深厚等优势，积
极构建全省域、大康养的产业
发展新格局，走出了一条独具
山西特色的康养之路；福建省
三明市结合全国集体林业综合
改革试验示范区和医疗改革的
先进经验，率先提出发展全域
森林康养产业，积极打造“中国
绿都 最美三明”品牌，把绿水
青山转化为老百姓实实在在的
获得感和幸福感，在不搞大拆
大建、不一哄而上、不盲目追求
高大上的原则下，推出“森林+
静心休养”“森林+温泉疗养”

“森林+自然疗愈”“森林+睡眠
康养”等各具特色的康养产品，
并将“睡眠障碍”纳入医保范
围；四川省洪雅县地处成渝双
域经济圈，近年来大力打造森
林康养产业，2019年，以森林
康养为主导的康养产业增加值
实现 22.99 亿元，同比增长
11.85%，森林康养带动全县5
万余人参与就业，从业者人均
收入增长5216元，占人均可支
配收入27.5%，森林康养正逐
步成为洪雅强县富民的重要产
业；浙江桐庐天子地、福建大田
县桃源最氧睡眠小镇、四川洪
雅玉屏山等众多森林康养基
地，如今已成为网红打卡圣地，
吸引了众多眼球聚焦。

前景虽好但诸多问题待解

站在历史交汇处，展望
“十四五”乃至更长远的未
来。“国情、民情、林情已发生

了深刻变革。而中国正在迈
入老龄化社会，60岁以上老年
人口达2.41亿，2050年或将增
加到 4.87 亿。老龄化社会带
来的医疗、护理、康养等巨大
需求对高质量康养、养老产品
提出了迫切要求。”刘东生坦
言，森林康养产业发展刚刚起
步，前景广阔。但也存在着各
地区发展不平衡；各级林草主
管部门还没有形成指导体系，
各部门各产业融合发展还没
有落地；相关的扶持政策亟待
出台；森林康养技术、康养产
品、营销模式亟待加大研究和
探索；个别地方存在盲目发
展，需要不断加强规范引导，
统筹推进等不容忽视的问题，
同时更要坚持生态优先、保护
优先，推动森林康养事业可持
续发展。

“发展森林康养产业，是
科学、合理利用林草资源，践
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
念的有效途径，是实施健康中
国战略、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
措施，是林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的必然要求，是满足人民美
好生活需要的战略选择，意义
十分重大。”但如何将森林康
养这个利国利业利民、在中国
还是新事物的新产业尽快、更
好地建设发展起来，做到国家
地方重视、政策完善融合、开
放全要素旅游、提升林下经
济、加大社会公众认知、吸纳
服务人才等，是刘东生常常深
思的问题。

（下转18版）

发展森林康养发展森林康养 利国利业利民利国利业利民
——访全国政协常委、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刘东生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
中医药是抗疫中国方案中不可
或缺的一个环节。中医的抗疫
历史源远流长，自西汉至今至
少发生过352次大型瘟疫，在
历代医家的不断探索实践下，

形成了独特的中医抗疫理论与
方法。1950年，新中国第一次
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便确立“预
防为主”“团结中西医”的卫生
工作方针，这个方针在本次疫
情期间充分体现，中医药对于
提高机体免疫力确有独特的作
用。预防新冠病毒感染的首要
方法就是增强免疫力，配合有
效的隔离措施，就能基本控制
病毒在人群中流行。

口服中药制剂对于预防与
控制疫情发展有重大意义。无
论在武汉、湖北乃至全中国，还
是在美国、加拿大、伊朗、韩国、
巴西、匈牙利等国家，口服中药
制剂都可以降低感染率，促进
新冠肺炎的群体免疫。全国新
冠肺炎确诊病例的中医药使用

率达91.5%，中医药治疗总有
效率达90%以上。武汉16家
方舱医院收治的11740人，中
药汤剂、连花清瘟胶囊及金花
清感颗粒等中药使用率高达
99.93%。中医药的早期介入，
可以较快改善轻症患者发热、
咳嗽、乏力等症状，提高核酸转
阴率，缩短住院天数，减少轻症
和普通型向重症的发展；提高
重症和危重症患者的治愈率，
减少死亡率，抑制重症向危重
症的发展。

中医药对于新冠肺炎席卷
后患者的康复也有举重若轻的
意义。新冠肺炎后期，患者主
要表现出呼吸功能、心脏功能、
躯体功能及心理功能的障碍，
以胸闷、心慌、气短、乏力及失

眠等为临床症状，需要及时康
复治疗。参考中医“瘥后防复”
理念，以及“扶助正气、强身健
体、防止疾病复发”的指导思
想，《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
案》中给予辨证运用中药汤剂、
艾灸、按摩、拔罐及耳穴等多种
方法的建议。使用中药、八段
锦、穴位贴敷等方法的出院患
者，可以有效改善症状并降低
核酸复阳率。通过配合呼吸训
练、肌力及肌耐力训练、有氧运
动、氧疗和心理疏导等，可以帮
助组织修复，舒缓情绪，从而促
进机体康复。

中西医并重，强化中西医
结合是本次疫情“中国治疗方
案”的标签。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中，西医以对症支持治疗为

主，试用α-干扰素、洛匹那韦/
利托那韦及利巴韦林等抗病毒
药，在挽救治疗中发挥重要作
用；中医通过辨证论治，形成了
由化湿败毒方、清肺排毒汤、宣
肺败毒方、金花清感颗粒、连花
清瘟胶囊、血必净注射液组成
的“三药三方”，全面介入、深度
参与新冠疫情防控，提高了人
群免疫力，阻断病毒感染，降低
了轻症转重率和重症死亡率，
体现了多靶点整体治疗的临床
优势，进一步加强了中西医结
合，形成了中医药与西医药的
联合互补的防控方案。为此建
议，要充分利用中医药在增强
人民体质、提高免疫力、预防疾
病中的重要作用，为疫情常态
化下的全民健康作出贡献。

中医药守卫疫情常态化下的全民健康中医药守卫疫情常态化下的全民健康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 王 阶

刘东生（中）参加创建森林乡村植树活动和调研森林乡村
建设。 李 斌摄

王阶在首届科学与大健康
高端论坛上阐述中西医结合抗
疫的重要意义。 李明放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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