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桂民函〔2020〕1110 号                      签发人：朱学庆 

 

自治区民政厅对自治区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 
第 185 号代表建议的答复 

 

高斌代表： 

您在自治区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加快广西康

养产业发展的几点建议》，由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交由我厅

主办，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厅、教育厅、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厅、自然资源厅、交通运输厅、文化和旅游厅、投资促

进局协办。自治区人民政府高度重视代表建议办理工作，将该建

议列为自治区副主席李彬领办（督办）的重点人大代表建议。李

彬副主席对此建议的办理工作专门作出批示，要求认真研究并在

工作中予以落实，促进我区康养产业高质量发展。2020 年 7 月

20—21 日李彬副主席率队到来宾市、金秀瑶族自治县、象州县等

地进行专题调研，7 月、9 月先后带队到云南、贵州、重庆等省

（市）开展康养产业招商推介，并多次对养老服务业发展作出批

示。经研究，现答复如下： 

一、完善政策措施，优化发展布局 

完善政策方面，2014 年以来，先后出台《关于促进养老服务

业加快发展的实施意见》《关于建设养老服务业综合改革试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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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见》等政策文件，在养老用地、投融资机制、医养结合、养

老人才培养等方面强化工作措施。2019 年，自治区印发《关于加

快大健康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等“1+11”系列文件，提出了构

建以健康养老、健康医疗、健康旅游为核心产业，辐射带动健康

医药、健康食品、健康运动产业联动发展的“3+3”大健康产业

体系。我厅联合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出台《广西健康养老产业发展

专项行动计划（2019—2021 年）》，明确了 23 条促进健康养老

产业快速发展的具体措施，为广西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注入更强

劲的动力。 

优化布局方面，在全国率先创建省级养老服务业综合改革试

验区，确立了南宁养老服务业综合改革核心区、桂西养生养老长

寿产业示范区、桂北休闲旅游养生养老产业示范区、北部湾国际

滨海健康养老产业示范区、西江生态养老产业带示范区“一核四

区”的养老服务业发展空间布局。为避免同质化竞争，促进大健

康产业健康有序发展，我厅联合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加快推

进大健康产业发展规划编制工作，拟将广西大健康产业发展专项

规划增补纳入自治区“十四五”专项规划当中统筹推进。 

二、加快体系建设，夯实发展基础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是基本的民生事业，事关老百姓切身利

益。近年来，自治区按照财政资金强基础保基本、社会资本强产

业提档次的工作思路，通过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多元投入，加

快大健康养老产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满足老

年人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一是加快专业化养老机构建设。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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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开始，在自治区、市、县、乡镇四级实施“1521”养老服

务示范工程（即在自治区本级建成一所 1000 张床位以上的综合

性养老示范机构，在各设区市分别建成 1 所 500 张床位以上的专

业性养护机构，在各县（市、区）分别建成 1 所 200 张床位以上

的综合性社会福利机构，在人口密集的乡镇改造或新建 1 所 100

张床位以上的区域性农村养老服务中心），目前全区已建成 100

个县级以上示范性养老服务中心，评定 200 家星级养老院，打造

了一批服务有标准、管理有规范、工作有流程、质量有保证、群

众能满意的养老院。2019 年底，全区养老床位总数提升至 22.4

万张，每千名老年人养老床位数提升至 30.3 张。全区护理型床位

达 3.4 万张，占养老机构床位总数的 50.1%。二是巩固居家养老

基础。全区共建成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社区日间照料中心（服务

站）、幸福院等城乡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设施 1 万多家，为城乡居

家老年人提供助餐助浴、生活照料、康复护理、短期托养、精神

关爱等服务。建成 90 多个集养老护理、日间照料、居家养老、

文化娱乐等功能于一体的示范性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和 100 个

区域性农村养老服务中心，辐射全区 70%以上的养老服务对象。

南宁、柳州、桂林、梧州、北海 5 个市被民政部和财政部确定为

全国居家和社区养老改革试点市。三是大力推动医养结合。南宁、

贺州、百色 3 市被列为国家医养结合试点城市，自治区级医养结

合试点地区覆盖所有设区市。鼓励医疗服务向社区、家庭延伸，

实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与社区居家养老机构的有效衔接，社区卫

生机构为 65 岁以上老人建立健康档案，每年为建档老年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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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健康管理服务，逐步探索家庭病床服务模式。截至 2019 年

底，全区两证齐全的医养结合机构达 80 家，养老机构和医疗机

构协作比例达 100%，全区超 50%的二级及以上综合医院设立了

老年病科。 

三、大力发展医药产业，培育壮大市场主体 

立足我区医药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生物医药和民族医药产

业，以健康医疗推动健康生活。一是自治区制定《广西生物医药

产业千亿元目标攻坚方案》《广西健康医药产业发展专项行动计

划》等政策文件，在政策保障、资金扶持、金融扶持、要素保障

等方面出台一系列扶持措施。二是大力开展“千企技改”工程和

“双百双新”行动，在全区范围内梳理了一批生物医药大健康领

域重点项目，纳入“千企技改”工程和“双百双新”项目库，其

中 9 个重点项目纳入 2018—2019 年“千企技改”，共支持资金

3800 万元；21 个重点项目列入“双百双新”予以重点支持。三

是加大龙头企业培育力度，在生物医药等领域遴选出了梧州中恒

集团、桂林三金、桂林优利特等一批龙头企业。制定《广西医疗

器械和健康养老产业专项招商行动方案》、《广西中成药民族药

产业链推进工作方案》，加强产业链精准招商，实施强链补链行

动，促进产业集聚。四是鼓励名优医药产品做大做强，在全区范

围内遴选推荐的 175 个名优医药品种中，共有 146 个医药品种顺

利进入区医保报销目录，其中 44 个属于中药独家品种。 

四、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做大做强健康养老产业 

一是全力打造健康长寿品牌。2019 年 6 月，中国老年学和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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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医学学会率先在广西启动新一届中国长寿之乡认定工作，藤

县、乐业、合浦和浦北获中国长寿之乡。广西获评中国长寿之乡

总数达到 29 个，占全国总数三分之一以上，进一步擦亮了广西

长寿之乡金字招牌。二是推进健康养老产业集聚发展。依托我区

长寿品牌和生态环境资源优势，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大健康养

老产业发展，促进养老与旅游、医疗、农业等产业深度融合，推

动形成各具特色的养老产业新业态。指导和推动南宁、柳州、桂

林、河池、梧州等市规划建设健康养老产业集聚区。今年以来，

自治区副主席李彬亲自率队到云南、贵州、重庆开展招商引资活

动，自治区民政厅等相关厅局分别组成若干招商工作小组，赴北

京、广州、深圳等地开展招商工作，分别与恒大、碧桂园、正威、

国投、泰康、银基等国内知名企业进行对接洽谈，积极引进大企

业、大集团到广西投资发展大健康产业，具有广西特色的健康养

老产业呈现出良好发展态势。三是高质量举办大健康产业峰会。

2019 年 11 月，成功举办 2019 广西大健康产业峰会，全国人大常

委会副委员长艾力更·依明巴海，自治区党委书记鹿心社、自治

区主席陈武等领导同志以及 700 多名大健康领域知名专家学者、

企业家和政府官员出席峰会开幕式。在峰会开幕式上，现场签约

大健康产业项目 30 多个，投资总额超过 1100 亿元。 

五、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提升产业支撑能力 

一是在医学类院校增设或扩大康复医学、公共卫生等专业的

招生规模，鼓励卫生类学校有计划地面向康养产业培育医养护理

人才。当前我区本科高校开设健康与养生相关专业点 21 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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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生共计 12102 人。高等职业院校开设康复与养生相关专业点 24

个，在校生共计 4042 人。二是加强培训机构建设。积极鼓励各

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增加养老服务相关职业技能培训，同时鼓励养

老服务行业企业积极开办职业培训机构。目前，全区共有 586 家

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近 30%以上机构开设养老服务相关职业技能

培训工种。三是大力开展技能培训。通过创新开展“千村万企”

职业技能培训大行动，对符合培训条件的城乡有意愿的劳动者

（含家庭自雇的家政服务员）申请参加养老服务类技能培训的，

由培训机构组织开展培训和职业技能鉴定，并按政策给予相应的

补贴。2019 年全区各部门共开展各类职业技能培训 59.82 万人次，

率先在全国启动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试点工作，提升包括老人照

料、家庭生活照料、家居保洁、病患陪护等项目在内的职业能力。

此外，自治区结合线上线下培训，每年组织开办 8～10 期养老服

务人员培训班，对近 2000 名养老护理从业人员、养老机构星级

评定人员、老年人能力等级评估员等进行业务培训。 

六、下一步工作打算 

下一步，我们将不断优化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环境，进一步

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推动养老示范项目建设，培育养老产业

龙头，引导高端产业集聚发展，促进养老与相关产业深度融合，

丰富养老服务产品供给，加快建设全国养老服务产业基地和健康

养老胜地。 

第一，加快补齐健康养老产业基础设施短板。按照“财政资

金用于打基础、保基本，社会资金用于提档次、强产业”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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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建设健康养老基础设施。一是推动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达

标，切实将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纳入城乡社区配套用房建设范

围，积极推动具备条件的城市社区建设“老年饭堂”。二是开展

养老机构示范达标工程，打造一批标准化、规范化、医养结合护

理型养老机构。三是加快“互联网+养老”应用，针对老年人多

层次、多样化服务需求，打造智慧养老大数据平台，为来自全国

各地的老年人提供便捷、高效、优质的服务，推动广西健康养老

产业高质量发展。 

第二，持续打响长寿品牌。继续指导符合条件的县（市、区）

积极申报中国长寿之乡，力争 2020 年使广西长寿之乡总数超过

30 个，进一步打响广西长寿之乡的品牌。继续创建评定一批广西

养生养老小镇，使全区养生养老小镇总数达到 30 个。 

第三，加快推进医药产业发展。紧紧围绕自治区党委、政府

提出的“强龙头、聚集群、补链条”的总体要求，着力培植“产

业树”，打造“产业林”，扎实推进中药民族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加快推进防城港国际医学开放试验区建设，促进我区康养产业高

层次、国际化发展。 

第四，进一步加强招商引资工作。举办 2020 中国（广西）

大健康产业峰会、2020 中国—东盟传统医药论坛、2020 中国（广

西）健康长寿产业发展论坛等，推介广西的优惠政策、特殊区位、

生态环境、长寿品牌和旅游资源，引进更多知名企业来桂投资。 

第五，积极打造健康旅游高端品牌。加快推进巴马国际长寿

养生旅游胜地建设。举办广西旅游商品大赛，探索建设艺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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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美术品、旅游商品产业集聚区，打响“广西有礼”品牌。举

办富硒农产品品牌建设大型活动，打造富硒农产品品牌创建平

台。加快认定一批特色保健品、健康饮品、养生名茶、长寿食品、

富硒健康食品、高品质旅游纪念品等广西“十大”系列“桂字号”

高端健康旅游商品品牌。加强健康旅游商品全产业链质量体系建

设，推进健康食品标准化生产体系，逐步完善质量追溯体系和安

全监测体系。加快推进北部湾沿海三市旅游发展，推动北海银基

滨海旅游度假中心一期等项目做好开工前各项准备工作，加快推

进防城港白浪滩·航洋文旅综合体、北海邮轮母港和防城港始发

航线建设等重大项目建设进度。 

感谢您对全区康养产业发展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自治区民政厅 

2020 年 9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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