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聚知刊出版社 2024 年 1 卷 8 期

JZKpublishing 医学研究

38

瑶医药医养结合体系的发展路径研究——以江华瑶族自

治县为例
吕寒露 吴世辉

湖南师范大学，湖南省长沙市，410000；

摘要：江华瑶族自治县推行“瑶药+养老”医养结合模式，旨在发挥瑶医药功效，增强老年人幸福感和安全感，

同时促进当地经济增长和瑶族文化传承。该模式通过规范化瑶医药使用，拓宽相关产品销售渠道，缓解居家养老

服务功能减弱问题，并为全国医养结合模式提供参考。然而，该模式面临发展困境，包括市场化养老服务体系不

健全、瑶医药文化认同度不高、专业护理人员缺乏等。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研究提出基于文化消费理念的创新路

径，通过强化瑶族文化宣传、探索多元化资金投入方式，促进瑶医药文化与养老服务的耦合效应，增强文化认同，

形成文化消费增力，从而推动模式内外发展，促进经济增长和文化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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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目前人口老龄化逐渐加深，养老需求增多，医养结

合的市场激发出巨大潜力。伴随着习近平文化思想倡导

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注重对其进行创造性的转

化和创新性的发展。因此,本文对构建瑶民族特色的医

养结合体系进行初步的研究和探索。

1“瑶药+养老”医养结合模式的内涵

1.1 瑶族医药

瑶族医药作为中国传统医学的一种，具有独特的药

材选择、配伍运用和治疗原理。瑶族医药注重整体调理，

强调平衡阴阳，激发人体自我修复能力。它的疗效被证

实能够有效治疗许多慢性疾病和提高人体免疫力，对老

年人的健康管理具有显著意义。

1.2 医养结合

医养结合模式强调医疗服务与养老服务的融合，旨

在为老年人提供全面、个性化的健康管理和生活关怀。

这种模式将医疗机构的专业技术与养老机构的温馨服

务相结合，形成了一种更加贴心、专业的养老服务体系。

1.3“瑶药+养老”医养结合模式的特色优势

“瑶药+养老”医养结合模式的特色优势显而易见。

首先，其基于瑶族医药的特点，能够提供独特的养生保

健方案，有助于老年人延缓衰老、预防疾病，提高生活

质量。其次，个性化服务是该模式的一个重要特点，通

过针对个体老年人的身体状况制定个性化的调理方案，

实现精准养生效果。此外，该模式还倡导文化传承，将

瑶族传统医药融入养老服务中，丰富了养老服务的内涵，

也有助于弘扬传统文化。

2 构建瑶民族特色的医养结合体系的现实基础

2.1 文化思想激励中医药文化的发展

2023 年 10 月，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上正式

提出并系统阐述了文化思想。某某会议强调，“实现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传承的需要。”民族医药文化作为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拥有数千年的历史底蕴，为

保护华夏儿女的生命健康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瑶族医药作为民族医药的一大支脉，因其民族底蕴、

地理环境、独特疗法、药浴文化而闻名。2006 年瑶族被

联合国评为“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妇科疾病的民族”，

瑶族女性被评为世界上最健康长寿的女性；2008 年瑶浴

被列入国家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由此观之，这

样一个处于大山深处、条件环境艰苦的民族“神奇地”

与健康长寿紧密相连。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 2023 年底，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达 29697 万人，占全国人口的 21.1%。在

“银发时代”到来之际，国民的健康与养老问题已然成

为国家和社会关注的焦点。“十四五”规划中也重点关

注了此类问题，并明确指出要加强中医药文化传承与创

新发展，发挥中医药在疾病预防、治疗、康复中的独特

优势，促进少数民族医药发展。

2.2 养老市场

瑶民族特色的医养结合体系在养老市场中具有独

特的魅力和潜力。结合瑶族深厚的传统医学和养生文化，

这一体系不仅仅是对老年人身体健康的保障，更是对精

神和文化需求的深度满足。瑶族传统医药学讲究通过自

然疗法调理身心，使用来自大自然的药材，如瑶药、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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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进行疾病的预防和治疗。这为老年人提供了温和且有

效的健康选择。

在养老市场中，瑶民族的医养结合体系可以通过建

设绿色疗养胜地来吸引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老年群体。

这种结合体制不仅提供医疗看护服务，还通过引入瑶族

的传统文化活动，如长鼓舞、盘王节等，丰富老年人的

精神生活，使他们在享受专业医疗照护的同时感受到浓

厚的文化氛围。

通过发展瑶族特色的医养结合体系，能够促进地方

经济，带动相关产业的兴起，同时为传承和弘扬瑶族的

传统文化和医学智慧提供新的平台和思路。这种创新的

养老模式有望在未来得到更广泛的认可和发展。

3 以江华瑶族自治县为例，探讨“瑶药+养老”

医养结合模式的发展

3.1 江华瑶族自治县瑶民族特色的医养结合体系

的概况

1）江华瑶族自治县的瑶药发展状况

江华瑶族自治县被誉为“神州瑶都”，是巨大的中

医药宝库，2022 年被评为“国家中医药综合改革区示范

县”。该地瑶族医药文化传承与发展历史悠久，生长在

这里的瑶族人民自古利用草药防病治病，大多就地取材，

久而久之形成了独具一格的瑶族医药治疗方式。千百年

来，瑶族人民采集草药用来泡澡，去除体寒、预防疾病、

强身健体，已成为治病健身、益寿延年的习俗。

2）江华瑶族自治县的老龄化状况

据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江华瑶族自治县

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 17.93%，6

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 12.82%，江华

瑶族自治县已进入轻度老龄化社会。随着老年人口的增

长，江华瑶族自治县需采取措施积极应对养老需求逐步

增加的问题。

3）江华瑶族自治县的养老服务发展现状

现今，江华瑶族自治县的养老模式主要依托于居家

养老，但由于社会老龄化程度逐渐加深，居家养老功能

减弱，且社区居家养老和机构养老资源短缺未能够转移

居家养老的压力，因此解决居家养老功能减弱的问题迫

在眉睫。

为此，江华瑶族自治县基于瑶族医药文化在江华人

民心中的特殊情感以及瑶医药的重要医学价值，实施

“瑶药+养老”的医养结合模式。当地县民政局购买县

瑶医药研究所专业服务，由专业医护人员每月 2次在部

分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和养老机构，开展瑶医义诊、

推拿、按摩、足疗、养生讲座等活动，进一步满足居家

养老的老年人的医疗需求，缓解居家养老功能减弱的问

题。

3.2 江华瑶族自治县“瑶药+养老”医养结合模式

的研究

1）江华瑶族自治县“瑶药+养老”的医养结合模式

说明

“医养结合是集医疗、护理、康复和基础养老设施、

生活照料、无障碍活动为一体的养老模式，其优势在于

能够突破一般医疗和养老的分离状态，实现为老年人提

供及时、便利、精准的医疗服务，并最终将医疗服务、

生活照料服务、健康康复和临终关怀等整合提供一体化

的医养结合服务，从而满足老年人的整体养老需求。”

江华瑶族自治县将本地特色瑶医药与养老结合起来，积

极推动“瑶药+养老”的医养结合模式发展。

2）江华瑶族自治县实施医养结合模式的意义

“瑶药+养老”医养结合模式的推广发展对江华瑶

族自治县乃至全国范围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对于江华瑶族自治县老年人而言，该模式下

专业机构提供使用瑶医药的规范化指导，最大化发挥瑶

医药功效，进而达到强身健体、延年益寿的目的，增强

老年人的幸福感、安全感。

第二，“瑶药+养老”的医养结合模式的推行，拓

宽瑶医药以及相关产品（例如瑶浴药包、瑶药养生茶饮、

瑶族古方引子茶、瑶药针灸、相关日化用品等）的销售

渠道，拉动江华瑶族自治县经济增长。

第三，“瑶药+养老”的医养结合模式，缓解江华

瑶族自治县居家养老功能减弱的问题，推动江华瑶族自

治县养老服务体系的进一步完善，也为全国医养结合模

式的发展提供参照。

第四，“瑶药+养老”的医养结合模式为江华瑶族

自治县提供一个传承非遗文化的新颖切入口，有助于促

进瑶族文化的在全国的传承与发扬。

3.3 江华瑶族自治县“瑶药+养老”医养结合模式

的可持续发展困境

由研究可知，江华瑶族自治县“瑶药+养老”医养

结合模式具有重要意义，其可复制性和推广潜力不容忽

视。但目前该模式只在江华瑶族自治县社会居家养老服

务中心和少数养老机构进行推行，并未得到全面、系统

的可持续发展。据团队对江华瑶族自治县养老服务体系

建设的调研，该模式进一步发展受到阻碍的原因为：

1）“瑶药+养老”医养结合模式对内发展的困境

“瑶药+养老”的医养结合模式在江华瑶族自治县

县域内未得到全面发展的原因归结为：市场化养老服务

体系不够健全。近年来，虽然江华瑶族自治县对养老服

务设施建设的资金投入在逐步增加，但各项补助扶持办

法仍不完善，对民营资本的注入缺乏吸引力，导致民间

资本对养老服务业的投向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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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瑶药+养老”医养结合模式对外发展的困境

“瑶药+养老”的医养结合模式并未从江华瑶族自

治县发展到全国的原因归结为：瑶医药文化在全国范围

内的文化认同度不高，以至于全国范围内针对“瑶药+

养老”的社会养老服务队伍建设不够完善。具体表现为

两方面：一是现有瑶医药养老护理队伍存在素质偏低、

结构单一、技术能力和专业化程度不高等问题，普遍缺

乏专业的、职业的护理人员，很难提供有针对性、全方

位、高质量的瑶医药养老的服务。二是具有瑶族医药知

识储备的社区低偿和志愿服务人员偏少。

3.4 江华瑶族自治县“瑶药+养老”医养结合模式

可持续发展的创新路径研究

针对江华瑶族自治县“瑶药+养老”医养结合模式

的对内、对外发展的困境问题，本研究提出基于文化消

费理念的“瑶药+养老”医养结合模式的创新发展路径。

如图1所示：

图 1 “瑶药+养老”医养结合的耦合效应模式图

1）对“瑶药+养老”医养结合的耦合效应模式图进

行说明

a.耦合效应：在群体心理学中，人们把群体中两个

或以上的个体通过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从而联合起来

产生增力的现象，称之为耦合效应，也称之为互动效应，

或联动效应。

b.文化消费：文化消费是指对精神文化类产品及精

神文化性劳务的占有、欣赏、享受和使用等。文化消费

是以物质消费为依托和前提的。文化消费需求的增长总

是受制于社会的生产力水平的发展， 因而文化消费水

平能够更直接、更突出地反映出现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

明的程度。

c.解决江华瑶族自治县“瑶药+养老”医养结合模

式的发展困境的路径说明：

第一，对外发展，在文化思想背景的引领下，强化

在江华瑶族自治县域外宣传瑶族文化，例如通过讲述瑶

族人民的长寿故事、打造瑶医传承人个人 IP 等方式外

宣文化，增强瑶族文化认同感，促进瑶族医药融入更多

地区的医养结合模式。

第二，对内发展，以发展“瑶药+养老”医养结合

模式为引领，探索运用公建民营、民办公助、政府补贴

等多元化资金投入的方式，建办“瑶药+养老”类型的

养老服务机构，促进瑶族文化与养老服务产业的融合发

展，推动瑶族文化的传承。

根据图1演示，瑶族医药文化与养老服务相互作用、

互相影响发生耦合效应，增强文化认同，形成瑶医药文

化消费增力。文化消费虽是瑶医药及相关产品的终端行

为，但通过消费的行为，消费者也被瑶医药及相关产品

所影响，正如丹尼尔·米勒认为文化消费就是一种创制

文化的过程。文化消费促进瑶族医药及相关产品的市场

需求增加，反过来优质的瑶医药及相关产品又带动和影

响消费该文化的老年人，培养和引导老年人增强对瑶族

文化的认同。在“瑶药+养老”医养结合模式发生的耦

合效应中，瑶族医药、养老服务、文化消费三者相互作

用关联，为“瑶药+养老”的医养结合模式探寻出了一

条基于文化消费理念的新发展路径，吸引多元资本投向

“瑶药+养老”医养结合模式，推动该模式对内、对外

的发展，带动经济增长和瑶族文化的传承。

4 结语

江华瑶族自治县“瑶药+养老”医养结合模式的探

索与实践，不仅为当地老年人提供了更为全面和个性化

的养老服务，而且为瑶医药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开辟了新

的途径。通过强化瑶医药在养老服务中的应用，不仅提

升了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也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增长和瑶

族文化的传播。然而，面对当前模式发展的困境，需要

进一步创新思路和方法，通过文化消费理念的引入，加

强瑶医药文化的对外宣传和内部发展，以实现“瑶药+

养老”模式的可持续发展。未来，随着模式的不断完善

和推广，有望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医养

结合新范式，为我国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提供新的思路

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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