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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养+旅游”打造乡村振兴新引擎
藏马镇持续放大藏马山水生态效益和文旅品牌效益，全力建设面向青岛、辐射全国的生态康养基地

  1月28日上午，在藏马
镇佳诺华国际医养健康小
镇项目建设现场，工人们
正冒着严寒，马不停蹄地
忙碌着，焊接声、切割声、
锤打声交织在一起，奏响
了医养小镇项目建设的

“冲锋号”。据了解，佳诺
华国际医养健康小镇项目
是藏马镇康养产业发展的
重要拼图。近年来，藏马
镇抢抓乡村振兴齐鲁样板
先行区建设和藏马山旅游
度假区机遇，坚持走康养
与旅游融合发展的路子，
推动形成生态建设与社会
建设融合、生态效益与社
会效益共赢的发展格局。
　　前不久，山东省生态环
境厅公布了第二批省级“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
创新基地名单，藏马镇名列
其中，是青岛市首个获此称
号的乡镇。同时，省卫健委
发布公示，藏马镇荣获“第
三批省级医养结合示范镇”
称号。

　 在大马家疃村1号乡村会客厅，
尚阳文化集团正在举办公司团建。

“大家辛苦了一年，来这个乡村院子
开展团建活动，休闲放松一下，挺
好！”尚阳文化产业集团乡村振兴部
部长胡大镛介绍道。近年来，藏马镇
盘活闲置农房打造具有乡土特色的

“乡村会客厅”，发展融旅游、休闲、养
老、养生于一体的“康养+”模式，吸引
城市居民和投资单位来农村居住康
养或租赁经营。在此基础上，积极实
践房屋“所有权(户主)、使用权(合作
社)、经营权(专业公司)”的“三权分

置”，保障村民和投资单位双方合法
权益。“2020年，我们村成立了房屋合
作社，以闲置房屋使用权入股的村
民，每处入社闲置房屋每年可实现租
赁收入3000-5000元。”大马家疃网格
村党支部书记肖长法说。
　　“我们深入摸排村庄闲置资源，
引导唐家庄、茉旺、河崖、刘卜疃村四
个村，利用闲置网点房和民宅改造建
成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中心，惠及百余
名老人，每个服务中心可实现年均增
收5万元。”藏马镇民政办主任逄增果
告诉记者。此外，藏马镇还将专门对

老年人营业的助老大食堂改为康养
旅游相结合的旅游大食堂，向游客开
放，就餐人数由每天70人左右提升到
150人左右，企业年度增收50万元。
　　下一步，藏马镇将紧紧围绕工委
区委关于建设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
化示范引领区的总体部署，持续放大
藏马山水生态效益和文旅品牌效益，
加快引进发展一批高端康养项目，推
动佳诺华国际医养健康小镇等康养
重点项目早日建成运营，全力打造形
成面向青岛、辐射全国的生态康养基
地，打造乡村振兴“新引擎”。（丁霞）

　 “这个项目占地7万平方米，预计
今年3月份投入运营。正式运营后，
可以为附近居民提供生活护理、医疗
护理、健康养护等服务，为老人提供
全方位的医疗服务，做到让老人有病
治病，无病疗养。”青岛佳诺华健康产
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营销经理尹巍
告诉记者。
　　据了解，为保障康养产业加速推
进，藏马镇完善政策体系，成立镇居家

养老服务工作领导小组，整合民政、卫
生、社会治理、宣传等多部门力量，强
化要素保障；建立政府投入机制，连续
三年将相关项目列入镇办实事工程，
针对全镇1个一级甲等镇卫生院和31
个社区卫生室，总计投入700多万元，
开展就医环境提升、医疗器材升级、基
本医疗住院二次报销等工作，打造设
施 设 备 一 流 的 居 家 社 区 养 老 服 务
场所。

  同时，积极引导社会资本投入，先
后引进中康爱邻里、融创颐养、佳诺华
医养等多家品牌企业，建成居家社区
养老服务中心4处、驿站11处，高端颐
养社区1处，在建医养结合社区1处，带
动就业近300人，预期可实现1000人规
模的就业群体；高视点构建全域化布
局、全时段开放的康养新格局，创造性
提出“康养+”模式，推动康养产业与
旅游、就业、农业融合发展。

  “我九十多岁了，因为腿脚不方
便，不常出门。多亏了养老服务中心
的年轻人，他们不但定点给我送饭，
还经常来帮我收拾屋子、打扫卫生，
还陪我聊天，日子过得很舒心。”家住
藏马山居的张启新老人笑着对记者
说道。
　　为提升服务质量，藏马镇出台

《养老机构运营补助发放办法》，将服
务质量、安全生产等纳入日常考核

中。坚持以满足老年人就餐为切入
点，延伸提供陪同送医、上门保洁等
服务。创新“党员+养老”服务模式，
由骨干党员牵头成立“藏马紫荆医防
融合服务队”，定期为辖区居民进行
健康义诊，开展健康讲座。
  在服务机构选择上，藏马镇重
点打造普惠型、融合型样板。其中，
普惠型服务机构主要服务藏马山旅
游度假区游客和阿朵小镇居民，通

过投资500余万元打造集医疗、预防
保健、健康教育、慢病管理等功能于
一体的藏马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辐射服务景区和周边10余个村庄；融
合型服务机构主要定位为高端养老
项目，通过引进融创“融爱家”项目，
全力配合打造集机构养老、社区养
老、居家养老为一体，为老年人提供
一系列康复护理服务的北方标志性
康养新型社区。

拓路径>>盘活闲置资源，探索“康养+”发展模式

强基础>>打造服务综合体，构建全域化康养版图

优服务>>创新服务模式，打造全覆盖康养体系

养老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和老人包饺子迎新春。工作人员在大马家疃村乡村会客厅门前张贴春联。养老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和老人开展手工制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