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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 吉林省中医药管理局 

  关于印发促进吉林省中医药健康旅游 

  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 

吉文旅发〔2021〕27 号 

各市（州）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中医药管理局，长白山管委会旅游和文化

体育局、中医药管理局，长春新区社会事业发展局、卫生健康局，中韩（长

春）国际合作示范区社会事业发展局，梅河口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中医药

管理局： 

  根据《国家旅游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促进中医药健康旅游发展的指

导意见》、省委 省政府《关于关于加快推进吉林省全域旅游发展的实施方

案》，为加快推动文化旅游和中医药产业融合创新步伐，促进我省中医药健康
旅游高质量发展，现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视察吉林重要讲话精神，践行“两山”理论，坚持以全域旅游为主导，以深

化产业融合为主线，充分发挥我省文旅产业和中医药资源优势，大力激发市场

活力，探索有吉林特色的中医药健康旅游发展新理念、新模式，构建我省中医

药健康旅游产业体系，打造吉林中医药健康旅游品牌，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
样化中医药健康旅游服务需求，努力把我省建设成为特色鲜明、优势明显、具

有辐射带动作用的生态康养旅游目的地。 

  （二）发展目标 

  到 2025 年，力争建设国家（省）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区 5 个，国家（省）

级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基地 10 个，国家（省）级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项目 20

个，培育中医药健康旅游精品线路 10-15 条。打造一批国内领先、国际知名的



中医药健康旅游服务企业和品牌，基本形成结构合理、门类齐全、功能完善的

吉林中医药健康旅游产业体系和产品体系。 

  二、工作任务 

  （一）强化示范引领，打造和提升中医药养生旅游优质品牌。支持具备条
件的市（州）、县（市）以中医养生保健服务为核心，融合中药材种植养殖、

中医药药膳、中医药康养、温泉药浴等服务内容为一体，产业链条相对完整，

旅游基础和公共服务体系相对完善，已形成一定市场规模和特色的中医药健康

旅游产业集群，创建国家级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区。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事业单
位以中医药某一特色产业为核心，有稳定的业务渠道和需求市场，有一定规模

和市场吸引力，有较强旅游接待能力，创建国家（省）级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

基地和示范项目。 

  （二）保护文化根脉，支持和推动中医药非遗传承与发展。加强民间中医

普查，收集整理吉林名医名著名方，抢救濒临失传的传统医药项目；深入开展

对吉林中医药学术思想与经验的整理研究，尤其加强对民族医药、民间医药的

文献文物研究、中医古籍整理研究；积极推动更多有吉林特色的中医药项目、

技艺、传承人等进入国家和省级非遗目录。鼓励长春中医药大学博物馆等进行

传统中医药文化内涵打造；鼓励有基础的中医医疗机构、中医药院校、企业博

物馆创建国家（省）级中医药（民族医药、民间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 

  （三）推进产业融合，扩大中医药健康旅游产品和线路供给。发挥我省中

医药资源优势，引导社会资本投入，促进文化旅游资源与中医药资源有效结

合。鼓励景区、企事业单位、医疗保健机构等市场主体，针对不同游客需求，

开发中医药观光旅游、中医药文化体验旅游、中医药养生体验旅游、中医药会

展节庆旅游等产品，培育一批特色鲜明、优势明显的中医药健康旅游景点。支

持有条件的企业引入文创企业和优秀文创团队，以市场化方式运作开发中医药

文化资源，推动中医药健康旅游与广播电视、动漫游戏、演艺娱乐等的融合发

展，创作一批有文化内涵、有民族特色、有吉林风情的中医药健康旅游文化创

意产品。鼓励旅游社设计推出一批跨区域的中医药健康旅游的主题产品，分批

发布吉林省中医药健康旅游精品线路。 

  （四）依托“礼遇吉林”品牌，创新开发中医药健康主题旅游商品和文创

产品。鼓励符合条件的景区建设旅游服务中心，将中医药保健品、中医药化妆

品、中医保健器械等旅游商品纳入“礼遇吉林”旅游商品和文创产品品牌，统

一推广。鼓励中医药健康主题旅游商品和文创产品参加全国旅游商品大赛和吉
林省“礼遇吉林”文创商品大赛，提升吉林中医药健康旅游品牌知名度。培育

“礼遇吉林”特色药膳产品；依托天然温泉的理疗功能，培育“礼遇吉林”特

色温泉健康文创产品等。 

  （五）整合营销资源，提高中医药健康旅游宣传力度。搭建对口交流合作

与产业发展平台，积极组织中医药健康旅游企事业单位参加各类交易会、博览

会等，提升吉林中医药健康旅游影响力；支持各地举办中医药健康旅游节庆活

动，分期分批推出“吉林省重点中医药健康旅游节庆名录”，培育和打造我省



中医药健康旅游节会品牌。依托强大的文旅营销能力，深度挖掘吉林中医药文

化和养生文化，以品牌宣传+产品推广+新闻跟进方式，多点位全媒体全覆盖旅

游消费全链条，增加宣传频次和推广力度。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建立省级文化旅游部门与中医药管理部门的联合工作机制，协调和制定关

于推进中医药健康旅游发展的相关政策，争取相关项目资金支持，研究部署重
大活动和工作措施。全省各级文化旅游和中医药管理部门也应加强合作，共同

推进中医药健康旅游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逐步完善创建认定国家（省）级中

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区（基地、项目）奖补政策。探索建立中医药健康旅游统计

制度和行业监测机制，加强市场监督和安全管理。 

  （二）抓好工作落实 

  各地要认真对照中医药健康旅游发展目标和工作任务，狠抓工作落实，确

保每项任务责任到人、可落地、见成效。建立和健全常态化督办机制，强化分

工协作，及时报告和通报重点任务完成情况。 

  （三）强化人才支撑 

  省文旅厅、省中医药管理局联合成立吉林省中医药健康旅游专家委员会，
具体负责标准制定、项目评审、建设验收、宣传营销、业务指导等技术性工

作。利用现有的中医药机构和旅游人才培训中心，加强对中医药健康旅游从业

人员的中医药基础知识、旅游服务技能及相关能力培训，加强区域之间的交流

与合作。 

  （四）规范行业管理 

  建立健全中医药健康旅游市场经营秩序的联合监管机制，依法开展日常监
督检查。省文旅厅、省中医药管理局共同完善吉林省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区

（基地、项目）评定标准，启动吉林省中医药非遗项目评审程序，推进中医药

健康旅游产业的标准化建设，进一步发挥标准效能，促进产业规范发展、提质

增效。 

  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 吉林省中医药管理局 

  2021 年 1 月 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