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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5日，由国家智能社会治理
实验特色基地（养老）、无锡日报报业
集团主办的首届长三角康养大会举
行。大会邀请了20余位康养领域从
事研究或实践工作的专家学者及相
关负责人，通过主题分享与圆桌沙龙
的形式，共话康养产业发展新趋势、
新业态、新思路，探讨产业的未来发
展趋势和创新发展模式，为长三角康
养产业发展出谋划策，为创造更美好
的生活提供案例范本。

为了共同推动长三角地区康养
产业的发展，大会成立了长三角康养
联盟，成立后，政界、学界、业界多方
力量将以联盟为纽带，共同推动长三
角地区康养产业的发展，加强资源共
享、经验交流和合作创新，实现共赢
发展。大会还启动了2023长三角康
养高质量发展案例征集活动，发掘和
推广长三角地区在康养领域取得的
成功案例，为康养产业的发展提供借
鉴和启示。

为了广泛宣传“积极老龄观”和
“健康老龄化”，鼓励广大老年市民在

社会中继续发挥作用，把老有所为同
老有所养结合起来，解决老年人在养
老、健康、精神文化生活、社会参与等
方面的难点，大会上，无锡报业康养
新闻学院正式成立，该机构旨在推动
康养领域与媒体的深度融合，提升康
养领域的报道质量和传播力度，用跨
界、融合的办法解决探索康养新路
径。在圆桌对话环节，众多康养领域
的专家、学者围绕“康养产业：大融合
下的新机遇”“风口之下，如何觅创新
寻突破？”等主题，分享了康养产业发
展的最新趋势和前沿信息。

近年来，随着健康中国战略不断
推进，人们健康意识普遍提高，康养
话题成为备受关注的热点。作为服
务城市发展的全媒体平台，无锡日报
报业集团一直以来致力于编织百姓
的美好精神生活。当前，集团从原有
健康业务板块，积极向大康养领域拓
展，依托线上线下全媒体发布平台，
联合市老龄办、市退管会、市老年大
学、市老体协等机构，正在打造无锡
报业康养新闻学院、康养大会、风尚

达人传播季、锡阳红老年讲堂，1+3+
N康养品牌，服务广大市民，丰富银
发群体的精神生活。

国家智能社会治理实验特色基
地（养老）是江南大学联合无锡市民
政局、江苏中科西北星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由政府、院校、企业多方聚力、
联合申报并获中央网信办、国家发改
委、教育部、民政部等8部委联合批复

的全国养老领域 10家特色基地之
一。此次无锡日报报业集团携手江
南大学国家智能社会治理实验特色
基地（养老）正式举办聚合多方力量
的首届长三角康养大会，可以构建开
放、合作、共赢的康养生态，搭建康养
新理念、新模式推广和交流合作平
台，共同推动区域康养产业健康快速
发展。 （葛惠）

全域养老是一类依托养老智
联网集成融合全社会多方主体和
全社会要素资源以建立的面向全
时空、全场景的养老体系。它是
新时代智慧养老发展新模式，它
可以构建多主体协同机制，实现
养老服务多元主体间的良性互动
与协同合作；可以推进全要素集
成融合，引导现代生产要素向养
老领域协同集聚；可以打造全要
素融合机制，推进医养康养融
合；可以助力全时空协调发展，
解决养老服务中不平衡、不协
调、不可持续等问题；可以建立
全过程监管机制，实时监管养老
服务主体运作各过程。

（陈逸君）

新趋势、新业态、新思路

长三角康养大会举行长三角康养大会举行

长三角区域康养服务发展
经历了“碎片化”“协同化”“一体
化”建设的过程，目前已初步形
成从“协同”向“一体化”发展的
态势，但仍存在“缺乏常态机制”

“供给侧结构不均”“区域间合作
衔接不畅”“创新优势不明显”等
问题。下一阶段应采取深化供
给侧改革、完善基本公共服务、
引入高新技术手段等方式推动
长三角康养服务一体化的高质
量发展。另外，施国庆提出“接
轨国家战略，打造先进公共服务
城市群”“汲取国际经验，重视公
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深化
区域合作，建构全方位、多层次
的合作机制”等建议设想。

当前，智慧康养公共服务体
系的共同缺陷是“重治疗、轻预
防”，应推动老年人数字技能和
健康素养的培育和提升。可从

“获取与识别数字信息的能力”
“数字交流与协作的能力”等五
个维度构建老年人数字技能评
估框架。而在实践推动方面，需
形成老年人数字技能和健康素
养提升方案，并开展大调查。另
外，曹艳春建议，在投入智能产
品之前，先提升老年人数字技能
与健康素养；多渠道精准化提升
老年人数字技能和健康素养；出
台政策推动智能养老产品附带
普及健康素养；在社区开展数字
技能和健康素养提升专项活动。

康养主要涉及一种社会层
面的产业形式，即大健康产业。
推动康养，需要推动医养康养
相结合的理念。目前因政策利
好频出、养老需求旺盛、城乡融
合推进及产业融合加深四个原
因，康养具有较大发展空间，且
主要以“医疗延伸康养服务”

“养老延伸康养服务”及“旅游
延伸康养服务”为实践形式。
根据康养政策，应重视以下三
点：重视康养产业规划布局，打
造康养产业聚集区；突显地方
康养品质特色，结合各地资源
与数字科技发展智慧康养服
务；注重健康管理事业与康养
服务产业协同，提升康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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