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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老龄化背景与健康中国战略的引领下，乡镇成为融合文化、旅游、健康、养老等产业的新载体。本文

以苏州吴江盛泽镇为例，通过梳理其文化、环境资源，深入探究其文化康养的发展路径。运用SWOT分
析，提出康养项目多元化、文化品牌特色化、时令养生精细化及服务人员专业化的策略。旨在促进盛泽

镇文化康养产业的繁荣发展，不仅为当地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导，也为其他地区应对老龄化挑战、发

展文化康养项目提供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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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aging background and the Healthy China initiative, townships have be-
come new carriers that integrate industries such as culture, tourism, health, and elderly care. Tak-
ing Shengze Town in Wujiang, Suzhou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delves into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its cultural wellness and healthcare industry by reviewing its cultural and environmental re-
sources. Using SWOT analysis, it proposes strategies such as diversifying wellness projects, cre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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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inctive cultural brands, refining seasonal health practices, and professionalizing service per-
sonnel. The aim is to promote the prosperous development of the cultural wellness and healthcare 
industry in Shengze Town, providing both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he local 
area, as well as offering useful references for other regions facing the challenges of aging and devel-
oping cultural wellness and healthcare projects. 

 
Keywords 
Population Aging, Shengze Town, Cultural Wellness and Healthcare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随着我国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养老问题日益凸显。2021，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民政部办公厅、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联合印发的《关于建立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重点联系城市机制的通知》中明确提

出，促进业态模式创新，支持有条件的地区打造旅居养老目的地，将大力发展旅游养老产业提到了日程

[1] [2]。至 2023 年底，江苏省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达 2089 万人，高于全国平均人数 3.4%，养老产业潜力

巨大[3] [4]。在人口老龄化及“亚健康”现象普及的背景下，很多以“健康养生”为主题的旅游形式应运

而生，如温泉康养、文化康养、食疗康养等。文化康养是一种融合了文化、健康和养生的新型康养方式，

通过文化活动和康养方式相结合，促进个体身心健康、提升审美能力和文化素养[5] [6]。震泽镇位于苏州

吴江，荣获国家卫生镇、全国环境优美镇、第一批中国特色小镇等多项国家荣誉，近年来在文化、健康、

养老等产业融合发展的新方向上，对文化康养产业的探索具有重要的意义。 

2. 震泽镇文化康养资源 

2.1. 文化资源分析 

震泽镇历史悠久，起源于春秋时期，是江南五大桑镇之一。震泽镇内慈巍峨矗立，彰显着三国孙吴

时期的文化遗风；禹迹桥横跨其上，拱形优美，承载着上古圣贤的丰功伟业。镇内小巷曲折绵长，师检

堂与思范桥静默伫立，古朴韵味依旧盎然。作为我国著名的蚕丝产地及丝绸纺织文化的发源地，震泽镇

被评定为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文化底蕴深厚[7]。 

2.2. 康养资源发展 

近年来，震泽镇在康养资源领域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凭借政策引导与智慧健康养老应用的深入推广，

震泽镇作为江苏省的唯一代表成功入选 2023 年全国智慧健康养老应用试点示范街道(乡镇) [8]。通过适老

化改造及智慧养老服务，提升了老年人的幸福感、获得感与安全感。此外，震泽镇还有优美的自然田园

风光，让旅居游客感受到清新的空气和宁静的环境，成为理想的康养胜地。 

2.3. 基础设施建设 

震泽镇不断完善基础设施方面，发展劳务专业合作社和农旅合作社，打造了月半湾生态园、香桐居、

思乡园等多个乡村旅游项目，不仅丰富了乡村旅游业态，也提升了乡村基础设施水平。特别是思乡园游

泳馆，作为震泽镇第一家恒温国标游泳馆，满足了村民及周边游泳爱好者的需求，提升了乡村文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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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9]。 

3. 苏州震泽镇 SWOT 分析 

3.1. 优势(Strengths) 

3.1.1. 自然与生态资源 
震泽镇地处江苏、浙江、上海三省交界处，为三地交通的枢纽，水陆交通便捷，是苏嘉湖平原上的

一颗璀璨明珠[10]。自古以来，震泽便与太湖别称同名，物华天宝、人杰地灵。震泽镇地势低平，四周湖

荡密布，水道纵横交错，属亚热带季风海洋性气候，造就了独特的江南水乡景观，为康养产业提供了优

美的自然环境。 

3.1.2. 历史与人文资源 
从新石器时代陶器、陶片的出土来看，震泽先民早在 5000 年前便在此繁衍生息。悠久的历史和深厚

的文化积淀，为震泽镇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迹和人文景观。古镇现存各级文物保护单位 40 处，其中包括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 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3 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22 处，市级文物控制单位

13 处[11]。因此，震泽镇不仅是一处历史悠久的人类聚居地，更是一座拥有众多珍贵历史遗迹和丰富人

文资源的文化宝库。 

3.1.3. 饮食文化与康养资源 
震泽镇的太湖农家菜历史悠久，以“鲜、野、土、奇”为特色，各式菜肴、丰富小吃、特色茶点让游

客流连忘返。近年来，震泽镇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推进老年人助餐点建设、区域性养老服务中

心及综合为老服务中心的全覆盖等项目，为康养旅客提供了更加贴心和周到的服务。 

3.2. 劣势(Weaknesses) 

3.2.1. 自然与生态资源压力 
随着震泽镇经济的发展和旅游业的兴起，当地生态环境可能面临一定压力。游客数量的增加可能导

致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如水体污染、垃圾增多等问题。因此，需要采取有效的环保措施来应对，并在

开发过程中谨慎规划，确保可持续发展。 

3.2.2. 设施与服务不完善 
与成熟康养旅游目的地相比，震泽镇在高端住宿、娱乐设施等旅游配套设施方面仍存在完善度不足

的问题。同时，服务品质也可能成为震泽镇文化康养产业的一个短板，部分旅游服务提供者缺乏专业培

训，导致服务质量不稳定。 

3.2.3. 文化挖掘深度不足 
在文化康养项目中，震泽镇可能面临同质化竞争的问题。与其他江南古镇相比，震泽镇虽然被评为

“蚕丝被之乡”，但目前的文旅项目更多地停留在表面，缺乏深度和独特性。在文化挖掘和呈现方面尚

不够深入，难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 

3.3. 机会(Opportunities) 

3.3.1. 政策与资金扶持 
震泽镇在开发过程中获得国家和地方政府在文化康养产业方面的政策扶持，为产业的发展提供强有

力的政策保障。同时，随着文化康养产业的兴起，震泽镇有望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和投资机构的关注，为

产业发展提供充足的资金保障。政府可能设立专项基金或引导基金，支持震泽镇文化康养产业的创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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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和项目建设。 

3.3.2. 健康和生态旅游需求增加 
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提高，对健康养生、休闲旅游的需求也日益增加。震泽镇凭借其优越的自然生

态资源和丰富的文化底蕴，有望成为健康生态旅游的热门目的地。通过开发具有健康养生功能的旅游产

品，震泽镇可以满足市场需求，并依托其丝绸文化、水乡风光等特色资源，发展生态旅游[12]。 

3.3.3 区域合作与联动发展 
通过与长三角一体化地区合作，震泽镇可以拓展文化康养产业的发展空间，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

补。同时，震泽镇可以依托其丝绸产业基础，与文化康养产业形成联动发展，推动产业升级和转型升级。 

3.4. 威胁(Threats) 

3.4.1. 市场竞争加剧 
随着文化康养产业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地区开始发展类似的文化康养项目，导致市场竞争日益激烈。

震泽镇虽然拥有独特的历史文化和自然生态资源，但仍需面对来自其他地区的竞争压力。 

3.4.2. 生态环境变化挑战 
游客增多可能导致震泽镇的生态环境发生变化，如土壤污染、水质恶化、生物多样性减少等。这些

变化可能对震泽镇的文化康养产业造成不利影响，影响游客对自然生态资源的观赏和体验。 

4. 震泽镇文化康养发展路径 

依托其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优越的地理位置以及独特的蚕丝产业特色，震泽镇在发展文化康养产

业方面已经展现出了一定的潜力和优势。然而，目前仍存在如产品体系薄弱、配套设施不够完善、对外

宣传等制约产业进一步发展的关键问题。因此，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继续加强改善，推动震泽镇文化康养

产业创新融合发展。 

4.1. 突出蚕丝文化特色，丰富文化康养活动 

1) 建立蚕丝文化博物馆或体验中心，展示蚕丝从种植、养殖、缫丝到成品的全过程，让游客亲身体

验蚕丝制作，领略传统工艺的魅力。 
2) 开发蚕丝康养产品，结合蚕丝的天然健康属性，开发蚕丝枕、蚕丝被、蚕丝服装等康养产品，以

及蚕丝美容护肤品，形成具有特色的康养商品体系。 

4.2. 加强正向宣传引导，提高文化养老旅游的认知度 

1) 加强对禹迹桥、慈云寺塔等历史遗迹的保护，同时开发以这些古迹为主题的康养旅游线路，如“古

桥漫步”“禅意修行”等，让游客在游览中体验心灵的宁静。 
2) 定期举办书法、国画、茶艺等传统文化体验活动，以及震泽特色美食制作课程，如熏豆茶、太湖

农家菜烹饪，让游客在参与中感受文化的熏陶，促进身心健康。 

4.3. 提升环保意识，打造生态康养旅游环境 

1) 水乡生态游：利用震泽丰富的水资源，开发水上观光、垂钓、划船等休闲项目，让游客在自然环

境中放松心情，享受水乡的宁静与美丽。 
2) 生态农业游：结合震泽的农业资源，建立生态农业园，提供果蔬采摘、农事体验等服务，让游客

在劳动中体验乐趣，同时享受健康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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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加强配套设施建设，提高服务水平 

1) 完善基础设施：加强镇内交通、住宿、餐饮等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服务质量，为游客提供便捷的

康养旅游条件。 
2) 打造康养社区：在古镇周边或新区规划康养社区，引入专业的康养服务机构，提供健康管理、康

复理疗、养生讲座等服务，满足不同层次人群的康养需求。 

4.5. 强化政府扶持力度，探索有效经营模式 

1) 开展国际文化交流：利用震泽的“水上丝绸之路”历史背景，举办国际文化交流活动，如丝绸文

化节、国际美食节等，增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了解和友谊，提升震泽的国际知名度。 
2) 与高校、研究机构合作，开展对震泽历史、文化、蚕丝产业的研究，同时设立教育基地，培养新

一代对传统文化的兴趣和尊重，为康养旅游提供持续的智力支持。 

5. 可行性与风险评估 

5.1. 可行性分析 

1) 震泽镇拥有悠久的蚕丝文化历史，这为开发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康养活动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通过精心策划的蚕丝文化节、工艺展示及体验活动，不仅能够有效传承和弘扬这一传统文化，还能吸引

大量游客参与，显著提升震泽镇作为文化养老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 
2) 利用媒体、网络以及线下活动等多种宣传渠道，可以全面提升震泽镇文化养老旅游的知名度。通

过精心设计的宣传活动，充分展示震泽镇的独特魅力和康养价值，吸引更多潜在游客前来体验，为文化

养老旅游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市场基础。 
3) 震泽镇自然环境优美，为发展生态康养旅游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通过加强环保设施建设，积

极推广绿色旅游方式，可以进一步提升旅游环境质量，为游客提供更加清新、舒适的康养环境，满足现

代人对健康生活的追求。 
4) 通过不断完善交通、住宿、餐饮等旅游配套设施，震泽镇可以显著提升旅游服务水平，满足游客

的多元化需求。优质的配套设施将为游客提供更加便捷、舒适的旅游体验，进一步增强震泽镇的旅游竞

争力，吸引更多游客前来观光旅游。 
5) 政府可以通过政策扶持、资金投入等方式，积极支持震泽镇文化养老旅游的发展。在政府的引导

下，探索适合当地的经营模式，推动震泽镇文化养老旅游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为地方经济发展注入新

的活力。 

5.2. 风险评估 

1) 震泽镇在开发特色文化康养活动时，需确保活动内容丰富、有吸引力，避免流于形式。同时，要

密切关注游客的参与体验，及时收集反馈意见，并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优化活动内容，以确保活动的吸引

力和游客的满意度，提升游客的参与度和忠诚度。 
2) 宣传文化康养工作需持续、有针对性地进行，避免信息碎片化导致宣传效果不佳。应建立有效的

宣传效果评估机制，定期监测宣传效果，并根据评估结果及时调整宣传策略，确保宣传的针对性和有效

性，提高宣传的覆盖率和影响力。 
3) 在发展生态康养旅游时，需确保环保措施得到有效执行，避免对环境造成破坏。同时，要关注游

客对生态旅游的接受度，通过市场调研和游客反馈，适时调整旅游方式，以满足游客对生态旅游的需求

和期望，促进旅游与环保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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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配套设施的建设需与旅游发展需求相匹配，避免资源浪费和设施闲置。同时，要加强对服务人员

的培训和管理，提高服务质量，确保游客能够享受到优质、便捷的旅游服务，提升游客的满意度和口碑。 
5) 政府的扶持力度需适度、有效，避免过度干预市场导致市场失灵。同时，要关注经营模式的可持

续性，通过市场调研和经营实践，及时调整优化经营策略，确保文化养老旅游产业的长期健康发展，实

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赢。 

6. 结论与展望 

本文通过对震泽镇文化康养发展路径的探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发展策略。这些策略不但为震泽镇

的文化康养产业提供了理论与实践指导，也为同类其他项目提供了参考。展望未来，在人口老龄化和健

康中国战略的背景下，震泽镇的文化康养产业将迎来更广阔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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