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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当前新型城镇化空间布局中,将文旅、康养以及生态宜居理念融合起来,是一种新型发展模式,

能够体现城市的宜居性,将城市和乡村优势发挥好,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取得理想成效,打造适宜人居的

生态可持续发展空间。本文对乡村振兴背景下和文旅、康养、生态宜居相融合的兰州新型城镇化空间

布局发展路径进行探索,旨在为区域新型城镇化空间布局优化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一些思路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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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spatial layout and development of new urbanization in Lanzhou 
-- In the contex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spatial layout and development that integrates cultural tourism, 

health care, and ecological liv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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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urrent spatial layout of new urbanization, the integration of the concepts of cultural tourism, 

health care and ecological livability is a new development model, which can reflect the livability of the city, give 

full play to the advantages of the city and the countryside,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urbanization to 

achieve ideal results, and create a suitable ecologic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pac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Lanzhou's new urbanization spatial layout in the contex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which 

integrates cultural tourism, health care, and ecological livability, aiming to provide some ideas and references for 

the optimiz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new urb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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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兰州市新型城镇化发展规划》（兰政发[2015]87号）是兰

州建设新型城镇化的第一个规划。《规划》是我市新型城镇化进

程的宏观性、战略性、基础性规划。它为制定适当的计划、制

定适当的政策和组织大型项目提供了重要依据。《规划》主要内

容包括发展基础和发展环境、发展主要思想和目标、城市布局、

发展重点和保障措施五个方面。规划到2020年,兰州成为全国有

影响力的区域特大城市,渝中区、永登区、红古区、高兰区发展

成为功能齐全、发展潜力强劲的小城市,成为大中型城市,建设

10个省级城市和200个左右美丽乡村示范村。 

1 乡村振兴下文旅、康养和生态宜居融合背景 

1.1乡村振兴和健康中国战略影响 

乡村振兴和健康中国战略是国家对乡村发展的顶层设计,

加速了我国乡村旅游产业的发展,各地乡村地区积极制定特色

乡村旅游发展政策,为乡村振兴提供有效保障。但是从现实情况

来看,我国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单一,同质化倾向严重,乡村资

源利用率低下,资源浪费严重,这些都限制了乡村旅游的发展。

且我国社会老龄化趋势加深,传统的人口政策影响深远,我国的

老龄化问题将更加严重[1]。此外,受到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等影

响,国民健康问题备受关注,人们对于健康的追求日甚,对相关

健康、养老、保健、养生等需求快速增长,基于这一背景,我国

制定了“健康中国2030”战略,提出要加速构建结构体系优化的

健康产业体系,涵盖医药、医疗、健身、休闲运动等产业,推动

养老和健康、旅游等的融合,构建新发展业态。对此,基于乡村

振兴和健康中国战略影响,要解决当前乡村旅游发展中的问题,

积极促进乡村+健康的乡村康养旅游新业态构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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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旅游消费需求不断增长 

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我国旅游市场开放程度不

断加深,人们的旅游需求不断增长,使乡村旅游发展火热。随着

游客的旅游认知水平提升,他们的旅游不再局限于山水风景欣

赏,而对于人文历史、生活体验更感兴趣。与此同时,不同层次

旅游需求也带动了旅游业的供给侧改革,加速了全域旅游、定制

旅游等新的旅游产品和服务发展,旅游+的发展模式为各地旅游

业的供给侧改革带来了生机,康养旅游、研学旅游、商务旅游等

新型旅游发展模式不断涌现[3]。综合来看,乡村康养旅游新业态

逐步发展成我国旅游业的一种趋势。 

2 村康养旅游市场发展现状——以兰州为例 

20世纪70年代,我国开始出现乡村旅游,康养旅游则是在

2012年四川攀枝花冬季阳光康养休闲旅游中开始出现的。2012

年,攀枝花市首创冬季阳光康养休闲旅游,其主要目的是提升地

区乡村风貌品质,促进乡村经济发展,兴建康养旅游新村,这个

乡村旅游理念中融入了康养旅游概念,也是我国乡村康养旅游

的重要实践探索[4]。 

兰州新区新型智慧城项目和兰州新区敦湖温泉景区的康养

项目是兰州比较成功的乡村康养旅游实践探索。金杯半山集团

打造的七里坪国际大康养旅游度假区是国内“康养+文旅”项目

标杆。由科文旅集团投资建设医院,金杯半山集团引入干细胞研

究院、生物技术实验室以及康复疗养、森林小镇等一体化的优

质资源和先进理念,为相对健康人群以及亚健康、中老年人群开

展以抗衰、康养为主的复合康复疗养服务,共同打造兰州首个

“康养+文旅”项目[5]。 

现阶段,兰州乡村康养旅游发展形势大好,市场火热,但是,

兰州和我国多数地方一样,乡村康养旅游依然处于初级阶段,整

体发展规模不大,医疗康养服务水平不高,相关标准也没有构建

起来,政策不够完善,一些地区虽然积极推进康养旅游品牌和口

号宣传,但是实际上还是传统观光旅游模式,还有部分地区乡村

康养旅游总体量较小,难以从乡村旅游中剥离开来,导致对乡村

康养旅游研究也充分挑战。 

而从未来我国的旅游业发展趋势看,我国未来的乡村康养

旅游总体市场需求量依然比较可观,前景良好。 

3 乡村振兴背景下与文旅、康养、生态宜居融合的

兰州新型城镇化空间布局发展对策 

3.1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奠定城镇化基础 

兰州自然资源丰富,具有良好的农、工、牧业发展基础。依

托自身优势产业,进一步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结合发展状况和发

展需要,把握区域和市场趋势,利用有利于发展的产业份额,加

大产业转型投入,不断推动产业结构调整,提高区域经济发展水

平[6]。兰州要尽快加快区域产业现代化,淘汰一些能耗高、污染

重的落后产能,加快发展区域服务经济,发展旅游业、服务业、

绿色农业等,推动区域结构调整。优化产业结构,不断加强卓越

产能建设,发展先进技术和服务业,支持生态经济一体化发展模

式建设。兰州对于区域具有特色旅游资源的地区,要加快旅游业

开发建设,探索乡村振兴背景下与文旅、康养、生态宜居融合的

兰州新型城镇化空间布局,根据个性化消费需求提供特色旅游

服务,促进旅游经济发展。通过加快区域下游产业经济发展,有

利于提升区域经济发展整体水平,显著提高区域居民的满意度

和效益[7]。 

3.2注重生态环境治理,打造环生态宜居城市旅游 

生态环境是当前旅游区宜居城市发展的关键要素,也是决

定城市生活质量的最重要因素。当前,兰州要结合当前城市生态

环境问题,加大生态环境治理力度,积极建设高品质宜居旅游

区。要坚决打赢蓝天、净水、净地保卫战,持续改善农村环境,

针对突出环境问题,要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8]。 

目前,兰州市已成立由县委、县政府高级官员担任组长的中

央环保督察问题整改领导小组,确保中央环保督察问题整改。在

生态环境管理中,兰州必须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银,冰雪

也是金银”的理念,牢固树立生态保护、环境保护的基本原则。

兰州要以生态环境保护和推进旅游现代化为基础,逐步探索出

“乡村文旅+康养+生态”一体化发展道路。区域生态环境保护

与旅游业相互支持、相辅相成、共同进步、相互促进,让生态环

境质量提高了居民体验中的效益感知。目前,兰州多方强化生态

环境治理措施,积极开展工业污染清除、加强草原修复、推动农

村人居环境改善,作为乡村振兴的第一场硬仗。在区域城镇化空

间布局中,兰州要注重改善城镇化生态环境,把乡村建设与精细

化建设结合起来,重点推进“公共服务革命”、基础设施现代化

等工程。同时,因地制宜、分类实施绿化、美化、亮化等措施,

努力营造生态宜居的环境,让各个村庄的“面貌”、“本质”得到

改善,居民的幸福感、满足感大大增强。 

3.3推进康养+文旅融合,体现特色发展 

乡村振兴背景下,发展乡村旅游,要避免同质化问题,就要

积极创新,把握地区居民的现实需求,创新旅游新业态。康养+

文旅的融合发展模式在兰州城镇化空间布局中占据重要地位,

地区要积极推进这一项目发展。如,兰州的绿城文旅康养小镇智

能健康养老项目,该项目占地约650亩,计划投资约30亿元,首期

投资12亿元,占地172亩,建设周期为2020年至2022年。项目以疗

养度假为主导功能,兼容发展第三方医疗机构、医疗服务、商业

配套、文体休闲等功能。项目预计创造物业管理岗位约500多个,

直接和间接的医疗医护岗位约100多个、商业就业岗位约2000

余个,解决1万多名老人的社会化养老问题。类似的康复+旅游

项目还比较多,这也意味着未来地区的乡村旅游发展中,实现

多业态融合是常态,也是趋势[9]。兰州地区要积极开发地区的特

色产业,促进这些产业和文旅、康养等产业融合,真正实现对优

势资源的充分整合和利用,提升资源利用效率。 

3.4提升居住舒适性,做好功能分区 

针对当前兰州旅游城市居住舒适度不足的问题,该区在旅

游区规划建设中贯彻以人为本的基本设计理念,以生活、商业、

交通、医疗为基础,完善相关配套设施建设等周边居民普遍关心

的问题。采取必要的措施,缓解旅游胜地开发带来的污染和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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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引导居民看到旅游业发展带来的好处,通过积极打造高品

质的旅游业,提高居民和游客满意度。要加大区域生态旅游文化

资源开发力度,大力发展旅游经济,降低工业发展在区域经济

中的比重,不破坏区域环境,转变区域经济形态[10]。打造旅游

全产业链,依托区域特色,打造公共旅游餐饮小吃特色品牌；

依托景区酒店等龙头企业,加快星级酒店建设；依托各地旅游

景区,发展一批旅游集散中心。开通区内外旅游客运专线,实

现与友好旗城市的市场互通和客源互供。还可以组织钓鱼节、

采摘节、摄影节、环湖自行车赛等,积极组织举办各类旅游文

化活动,发展区域生态旅游经济,提升居住舒适度,打造生态宜

居新型城市。 

在兰州新型城镇化的空间布局中,要基于空间形态布局理

论,结合产业业态以及产业发展模式现状,针对新型康养文旅项

目布局制定方案,构建单核式空间布局模式、渐进式空间布局模

式、链式空间布局模式等多种布局形式。要健康康养文旅项目

功能,将养生、观光、商业、休闲、生活等功能涵盖在内,并积

极发展教育、医疗、住宿、娱乐等衍生功能。要结合兰州地区

实际情况,对文旅+康养+生态宜居项目功能进行划分和融合,完

善功能体系,确定核心功能、生活功能分区。 

4 总结 

乡村振兴和健康中国背景下,积极探索乡村振兴背景下与

文旅、康养、生态宜居相融合的兰州新型城镇化空间布局是必

然要求,这对于兰州地区的城镇化优化布局和可持续发展而言

意义重大。从目前兰州城镇化空间布局来看,地区的乡村振兴和

文旅、康养、生态宜居相融合还处于初级阶段,还有很大上升空

间。对此,需要地区积极优化发展思路,创新发展模式,探索乡村

振兴背景下与文旅、康养、生态宜居相融合的兰州新型城镇化

空间布局的优化方案,真正实现地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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