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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江自治县“十四五”
健康服务业发展规划

政策解读



一、政策性文件的出台背景、制定依据、目的意义、主要内容、核心举措。
      （一）出台背景、制定依据。“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后，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的重要阶段。按照总体工作部署要求，依
据《“健康云南2030”规划纲要》《“健康临沧2030”规划纲要》《“健康双
江2030”规划纲要》《双江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双江自治县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的通知》《临沧市“十
四五”健康服务业发展规划》等，结合双江自治县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现状，
县卫生健康局编制了《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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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目的意义。《规划》的编制，为有效推进“十四五”时期双江自治县卫生健
康事业发展，加快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区域合理均衡布局，全面打造健康生活目的地，
全面提 升双江自治县健康服务业发展提 供了工作依据。
      （三）主要内容、核心举措。《规划》共分为五章。第一章发展基础。发展基础分
为三节，第一节是优势条件，主要说明：自然资源优越、中药材资源丰富、民族文化绚
丽多姿、大健康产业加快发展条件优势。第二节是发展机遇，主要概述：中医药地位不
断凸显、各级重视生物药产业的发展、人民群众对健康的需求日益增长等良好机遇。第
三节是面临挑战，主要分析：生物医药产业链处于低端领域、大健康产业发展起步晚，
资源后劲不足等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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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总体思路，分为三节，第一节是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以医疗卫生、健康管理与促进、健康保险和保障、其他与健康相关服务为抓手，加快转
变健康服务领域发展模式，把人民群众的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推进健康双江建设。
第二节是基本原则，主要包括：政府主导，多元发展；以人为本，健康发展；深化改革，创新
发展；统筹兼顾，协同发展；开放合作，联动发展等5项内容。第三节是发展目标，到2025年，
促进全民健康的制度体系更加完善，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基本建立，健康领域发
展更加协调，健康生活方式得到普及，健康服务质量和健康保障水平不断提 高。基本建成覆盖
全生命周期、特色鲜明、结构合理、具有较强区域竞争力的健康产业体系，全县生物医药和大
健康产业综合产值达18亿元，其中生物医药主营业务收入达13亿元以上（农业产值5亿元，工业
产值8亿元），大健康主营业务收入达到5亿元，成为全县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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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发展布局，共分两节，第一节是空间布局，“一园两区三带多点支撑”区域布
局，一园，双江自治县生物医药产业园。两区，构建勐库康养示范区；勐勐、沙河商贸示
范区。三带，南勐河--小黑江流域热带生物药材种植带；澜沧江流域热带生物药材种植带；
高山生物药材种植带。多点支撑，打造县城、勐库、大文、忙糯、邦丙“5+N”产业发展
支撑点。第二节是分级布局，按照产业集聚、错位协同、均衡发展的原则，围绕总体布局，
明确县、乡（村）健康产业布局重点，分级建立两个层次的体系结构。县（区）级：依托
医疗服务资源，结合双江特色农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中草药产业、教育体育事业、旅游
产业等发展规划，将康体养生、文化、旅游、教育等元素融入健康产业发展之中，探索大
健康产业的发展新模式。乡（镇）和村（社区）级：强化乡（镇）敬老院的管理，全面提
升全县养老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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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发展任务，共分十节，第一节是中医中药产业，主要阐述了中医中药产业重点建设内容：中医药服务能力提
升工程，深入推进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提 升工程，推动基层“中医馆”全覆盖。推动旅游和康养深度融合，培育“健康
+旅游”新业态，推动中医等医疗服务进景区，促进双江旅游由“观光型”向“康养型”转变。第二节是生物医药产业，
包括：生物医药加工生产基地建设、生物医药和大健康产业园区建设、原料基地建设、产业链建设、科技创新能力建设、
生物医药产品商贸示范基地建设和创建全国基层中医药示范县等工作。第三节是医疗服务健康产业，到2025年，每千人
口医疗卫生床位数达到4.54张，每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服务数达到2.8人，居民个人卫生支出占个人可支配收入的比
重达到26%左右。医疗服务领域重点建设内容包括：县域医共体建设、“双提 升”工程和临床重点专科建设。第四节是
健康养老产业，主要包括：推进医养结合、开展社区健康养老服务、丰富养老服务业态、加快适老化建设、引导社会资
本进入养老服务领域、发展多样化康复疗养产业等6项工作。第五节是体育健身产业，主要包括：建立全民健身服务体系、
完善体育健身基础设施、拓展体育健身休闲产业、加快发展健身休闲产业、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健身休闲设施建设运营、
发展多样化康复疗养产业等6项工作。第六节是健康旅游产业，主要包括：冰岛古茶圣山度假区、勐勐四族同晖旅游区、
沙河恒春田园乡村旅游集聚区、大浪坝森林湖度假营地、乡村旅游工程等建设。第七节是健康管理产业，主要包括：健
康教育、多元化健康管理服务、预防保健服务、妇幼保健保障水平等工作。第八节是健康体检与咨询产业，主要包括：
体检与咨询等健康服务、个性化健康管理服务、扶持健康咨询、教育培训机构发展、相关产品批发与零售业的引导和管
理等工作。第九节是健康大数据产业，健全“互联网+医疗健康”标准体系，探索服务新模式、培育发展新业态，加快
智慧医养健康产业共建共享。到2025年，基本形成以健康需求为导向的健康医疗大数据产业体系。第十节是健康保险产
业，探索家庭医生团队、医疗机构、健康咨询机构、健康体检机构、商业健康保险机构融合发展。促进“互联网+医疗
健康+保险”模式发展，打造全方位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服务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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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保障措施，共分四节，第一节是完善组织领导，县人民政府将本规划
确定的主要目标和指标列入政府工作目标和考核内容，明确职责，有序推进各项
重点工作。强化跨部门协作，各相关部门要各尽其责，密切配合，合理推进规划
实施。第二节是强化高位推动，成立双江自治县大健康产业发展领导小组，组长
由县人民政府分管领导担任，下设“大健康产业办公室”在县卫生健康局，统筹
协调全县大健康产业发展。第三节是搭 建支撑平台，共搭 建科技创新、投融资和
展示交易三个平台。第四节是营造氛围环境，充分利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打
造强势宣传阵地和平台，广泛开展健康知识宣传，鼓励开办健康栏目或节目，开
展全民健康教育、健康促进行动，倡导健康生活方式，培育健康消费观念，提 升
全民健康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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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策性文件中的关键词、专业术语，以及社会公众可能误解、存疑、质疑的内容。
       关键词：大健康、健康产业、医疗健康、健康管理、健康保险
       专业术语：
       “定制药园”：是指以企业+基地+农户的组织形式,在全省范围内设立,并通过
“定单”的方式连接企业+基地+农户,带动贫困地区农户种植(养殖)大宗、道地中药材。
智慧健康养老：是面向居家老人、社区及养老机构的传感网系统与信息平台，并在此
基础上提 供实时、快捷、高效、低成本的，物联化、互联化、智能化的养老服务。智
慧养老最大优点就是最大程度的解决空巢老人寂寞的问题，提 高了老人的晚年生活质
量。
       “健康云”:指以SaaS(软件即服务)的方式向云计算产业基地所在区下属所有医院
和相关医疗机构提 供医院管理和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应用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