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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巴马养生旅游开发模式研究 

【摘     要】

【关键词】

旅游业的发展使得人们对旅游产业有了更深的认识，更加追求健康项目，在这样的背景下，养生旅游成为了旅游发展的重要趋势，

本文分析了养生旅游文化特征与巴马养生旅游发展理念，并对广西巴马养生旅游开发模式进行了研究，希望可以为实现旅游产

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一份参考。

养生旅游；乡村生态旅游；文化养生；自然养生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如今人们更加倾向于脱离嘈杂的城
市，去环境宜人的地方旅游，享受生活，养生旅游资源对城市
人群有着较强的吸引力，巴马长寿村作为五大长寿乡之一，其
长寿现象被广泛的弘扬，成为了旅游胜地，为了更好的促进其
养生旅游产业发展，就要结合现状加强研究，开发旅游模式，
推动广西巴马养生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1、养生旅游文化特征
1.1 养生旅游文化特征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一是交融性，养生旅游作为养

生和旅游的融合，其文化也包括养生文化与旅游文化，养生旅
游文化的发展由养生文化与旅游文化相辅相成衍化而成，旅游
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旅游文化，体现出养生文化特质，养
生文化在旅游活动中的体现实现了养生与旅游文化的融合，体
现出交融性。二是内涵性，养生旅游文化具有养生文化性质与
旅游文化性质，旅游是文化的载体与表现形式，传播养生信息，
养生旅游活动的开展，可以使旅游者思想得到教化，精神得到
升华，并在生活中得到体现，养生旅游文化由理论上升至实践
的载体就是养生旅游者群体行为特征的表现。三是社会性，养
生旅游作为一种面向社会全体成员的旅游形式，具有较大养生
旅游需求群体，社会群体通过参加养生旅游活动获得教化，文
化的渗透使得旅游者学会生活，而且养生旅游文化的传播，可
以吸引社会各界对养生旅游的关注，激发其对自身生活方式的
思考，体现出养生旅游文化社会性。四是传承性，文化作为一
种传承的非物质形态，养生旅游者通过旅游活动受到养生文化
洗礼，经过表现与传承引起社会各界对养生旅游文化的研究，
推动养生旅游文化深度发展。
1.2 巴马养生旅游发展理念
养生旅游发展理念对度假区发展有着重要指导作用，传统

的养生旅游方式存在一定弊端，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一
是旅游度假区作为游客的养生旅游集中区域，存在重视设施建
设，忽视自然生态保护、养生环境营造以及健康养生文化传递
现象。二是旅游度假区依旧重视旅游玩耍，尚未从传统的观光
型旅游中脱离。三是养生旅游活动中缺乏健康饮食与起居引导
体系，忽视起居饮食对养生旅游的重要性。四是养生旅游目的
地追求经济效益规模化，不重视自然生态保护战略地位。传统
的养生旅游发展战略对养生环境造成的冲击日趋明显，在此背
景下巴马养生旅游发展理念需要得到创新，立足于巴马生态条
件，走特色发展之路，首先是养生旅游方式理念，巴马养生旅
游需要旅游者实现饮食结构、起居心态各方面的转变，合理安

排每一个环节，体现出养生旅游活动的科学化与系统化，引导
旅游者打破走马观花型方式转变为度假居住型，饮食方面要遵
循人体各器官运行规律，生活心态上要学会调整自己，保持快
乐心情，实现旅行中养生。其次是人均最大效益理念，严格落
实退耕还林工程，提高绿化率，创造人均效益最大化，促进巴
马地区经济与环境协同发展，实现巴马养生旅游由以客流量为
依托转变为以生态环境保有量为依托，促进巴马养生旅游可持
续发展。最后是开发与保护理念，实现由数量规模性到生态环
境优先型的转变，促进巴马养生旅游发展，坚持生命力原则，
破坏自然生态的设施不建设，旅游项目不规划，提高开发建设
门槛 [1]。

2、广西巴马养生旅游开发模式
2.1 文化养生旅游与自然养生旅游模式
文化养生旅游模式主要分为以下几种 : 一是长寿文化与食

品，巴马以长寿闻名，可以推广高龄老人探访文化体验项目，
将高龄长寿老人长寿名片贴至旅游指示牌，使旅游者在与长寿
老人交流中体验长寿文化，感知自然养生环境。也可以推广生
态有机农副产品，例如 : 铁皮石斛、黄玉米、巴盘河鱼等，为
养生旅游提供发展项目，健全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促进养老服
务产业升级，将养生旅游产品开发与可持续发展相结合。二是
水源文化与长寿食品，打造民俗文化养生旅游模式，挖掘水资
源优势，建设长寿食品品牌，推进农业与养生旅游的融合，优
化生态农业结构，拓展长寿食品产业链，例如 : 以研发人工养
殖技术为基础养殖巴马油鱼，实现规模化人工繁殖，促进生态
环境良性循环，推进绿色设施发展，提升水资源利用率。三是
养生运动与寓医于食，巴马具有独特的生态人文资源优势，可
以开发以中医药养生资源为主的特色养生旅游模式，倡导养生
康体运动，充分挖掘中医养生资源，弘扬瑶医药文化，构建中
医养生旅游体系，例如 : 开设中医药养生讲堂、推广养生健身
运动等，寓医于食，提供慢节奏旅游环境，促进健康食疗发展。
自然养生旅游模式分为以下几种：一是气候养生，广西巴马具
有独特的自然资源，可以开发以气候养生为主的旅游模式，要
因时因地制宜，推动养老产业发展，建设具有差异化服务特色
的养生基地，利用石灰岩溶洞的地磁、空气吸引游客，也可以
经营经营农家旅馆，利用养老产业模式引进社会各界参与养老
地产建设，以气候养生需求为导向，对旅游市场进行细分与定
位，有慕名而来的游客主要进行观光，有为满足养老养生需求
的有规律性的短居群体。广西巴马养生旅游可以实现由景点旅
游到全域旅游的发展，健全各村庄旅游综合管理机制，促进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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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管理部门、旅游经营者、村民等的协作，提高养生旅游的承
载力，发展健康养生服务相关产业，促进养生旅游产业的升级。
二是地质观光与果树种植，要挖掘广西巴马独特岩溶资源，形
成核心品牌，例如 : 那社乡大洛村的巴马水晶宫作为最美旅游
洞穴，具有生态养生、观光娱乐以及文化体验等复合功能。要
将休闲产业与旅游业相融合，拓展农业功能，推进农业与养生、
健康、文化教育产业的融合，例如 : 发展民宿特色旅游，实现
畜牧业与种植业的升级，完善旅游生态补偿机制，加强产业精
准扶贫与养生旅游产业的创新研究，培育种植大户、农民合作
社，发展多元化农业生产性服务。三是田园观光，返璞归真，
推进生态休闲产业化发展，例如 : 百马村具有健康好水资源，
可以开发特色民宿、果蔬采摘以及休闲度假等主题旅游项目，
清澈甘甜的河水、淳朴的民风、优美的生态环境等都可以形成
天然休闲养生景区。可以开发多元化休闲产业综合体，将养生
旅游与城镇化建设相融合，改善污水处理系统，缓解由于污水
治理技术有限致使水体生态系统自净速度难以满足旅游者多
元化需求的问题，实现资源开发与利用利润最大化 [2]。
2.2 旅游综合体模式
一方面要构建广西巴马旅游综合体，合理规划功能设计，

打造养生度假聚集中心，要以巴马县作为经济、文化中心，构
建高端养生聚集区，开发核心旅游产品，例如 : 将县城至高速
入口定位为长寿服务中心，将龙洪景区作为高端养生度假区，
创造多个核心吸引物，减轻养生旅游生态承载压力，实现经济
均衡发展。将所略乡镇作为特色休闲农业区，将生态农业融入
巴马养生旅游经济中，利用本地资源开发观光农业、建立农业
产品示范园，用成熟的乡村旅游促进特色农业产业发展。在文
化方面要深入挖掘养生文化，例如 : 利用长寿之乡的地位开设
长寿养生讲坛，围绕民族文化设计文艺节目，推动文化产品输
出。另一方面要开发全域体验模式，满足养生旅游者个性体验
需求，全域旅游综合体强化相关产业链的优化，实现人与自然
的协调发展，降低对生态旅游资源的破坏。对于广西巴马生态
环境遭受破坏现象，政府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以不破坏生态
环境为基础，引入特色观光农业，既让养生旅游者参与农村生
产生活，又让乡村居民享受生态资源带来的经济利益。全域旅
游综合体强化全员参与，在保障乡村居民生活不受破坏的同时
丰富养生旅游项目，用最小的成本促进乡村地区经济发展，保
护生态，让旅游者树立正确旅游观念，促进居民与养生旅游者

的和谐相处 [3]。
2.3 乡村生态养生旅游模式
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 一是开发主导模式，以政府主

导为中心，包括对生态环境、乡村保护的主导，政府需要重视
乡村生活污水与垃圾的处理，合理控制旅游规模；村庄建设的
主导，政府要采取贴息贷款与旅游国债等措施完善公共建筑，
缓解农家旅馆建设资金困难问题；规划主导，政府需要坚持科
学发展观，编制广西巴马开发规划，按照规划要求开发养生旅
游资源；宣传主导，政府要加强广西巴马形象宣传，每年安排
针对性的市场推介活动，扩大地方形象认知度；政策主导，政
府要制定发展计划招商投资等政策，确保广西巴马养生旅游的
可持续发展。二是开发经营管理模式，村民作为广西巴马养生
旅游文化活性载体，也是最具特色元素之一，强化村民的参与
是开发养生旅游模式的要求，但村落实际情况以及其他要素参
与也非常重要。每个村落都要进行合理定位，包括其旅游功能、
目标方向和开发强度等，村落的经营管理模式要在基础模式上
进行不同搭配，形成符合村落定位要求的经营管理模式，例如 :
广西巴马百么屯采取政府、农户、村集体的融合模式，烈屯采
取政府、农户、公司的融合模式等。不同的模式要素可以进行
分工，政府在主导范围内发挥作用，农户负责住宿、餐饮、民
居修缮，参与文化展示与养生旅游活动开展工作，公司负责商
业运作，开拓市场等工作。三是产品开发模式，以长寿文化为
内涵、村落环境为依托，合理开发充分挖掘广西巴马乡村性保
健、民俗养生、休闲度假功能，开发主题产品，例如 : 盘阳河
日光浴、沙浴、空气浴等生态养生产品，山地自行车、晨练等
有氧运动，开发长寿美食、乡村生理美容养生、民俗文化体验
等，形成养生餐饮、生态康疗、民俗体验等于一体的乡村生态
养生旅游模式 [4]。

3、结语
生活水准的提高使得旅游产业向着更深层次方向发展，广

西巴马是世界长寿之乡，其养生旅游文化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
越来越多的人慕名前去广西巴马体验养生旅游项目，为了促进
广西巴马养生旅游产业的发展，就要不断开发文化养生旅游、
自然养生旅游、旅游综合体以及乡村生态养生旅游等模式，充
分利用巴马的资源优势实现养生旅游产业的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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