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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目标，突出减存量、控增量两个重点，构建统筹协作、

服务保障、能力提升、健康管理、监督考评五大体系。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一二五”模式、“互联网+健康扶

贫”等都是健康扶贫镇巴经验的重要体现，这些具有地方

特色的健康扶贫工作措施和模式有机结合形成了镇巴科学

高效的健康扶贫系统，打造出健康扶贫的长效机制，为破

解深度贫困地区健康治理问题，助推健康扶贫提质增效提

供了重要启发和宝贵经验。在对镇巴健康扶贫体系进行研

究时，该书将系统分析与重点考察相结合，采用表格、流

程图等多种形式，有力论述健康扶贫镇巴经验在提升当地

居民健康水平，助力贫困人口健康治理，推动健康中国战

略与基层实践有机结合过程中的积极作用。

对于数据资料的全面收集和充分利用是形成有价值的

学术观点的必要前提，该书的论述建立在大量的调研资料

和作者的深入思考之上，既展示了健康扶贫的地方智慧，

又体现了科学严谨的学者精神。

该书通过访谈法、参与式观察等方法收集到丰富的

调查资料，论证采用比较分析、制度分析等多种方法，系

统、全面、深入地把握健康扶贫镇巴经验的体系建构及内

在机制，体现了“顶天立地，学术为民”的精神。该书虽

将健康扶贫镇巴经验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但并没有局限于

健康扶贫本身，而是跳出健康扶贫看健康扶贫，相比对患

病人口帮扶、医患矛盾缓解等实践层面问题的关注，该书

更注重对健康扶贫工作中制度体系构建以及政府力量发挥

等制度层面的分析，将健康扶贫研究放在构建大卫生、大

健康格局之下，考察其对推进健康治理体系和健康治理能

力现代化的现实价值和理论意义，从而使其分析和论证更

具学理价值。该书的方法论还秉持着通过整体性治理和发

展的观点，更全面地认识健康扶贫镇巴经验的形成、发展

以及取得的成效。任何一种经验模式都并非一朝一夕可以

形成，而是受到内部和外部因素的综合影响，在长期的实

践过程中得以形塑而成。将健康扶贫研究放在健康中国战

略进程中，从历史的角度对比健康扶贫工作开展的各个阶

段，有助于进一步把握“镇巴模式”的形成过程，追溯其

来龙去脉并考察未来的发展方向，从而更为准确地把握健

康扶贫的目标，推动实现健康治理理念、手段、方式和能

力的现代化。此外，该书以镇巴健康扶贫案例为主，辅以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互联网+健康扶贫”等具体案例，

注重点面结合，系统深入展现镇巴健康扶贫工作所取得的

巨大成效，进一步突出健康扶贫镇巴经验的价值和意义。

当地通过激发自身活力，调动县域资源探索出一条健康扶

贫的有效实现路径，斩获“全国健康扶贫先进县”“全国

脱贫攻坚组织创新奖”等荣誉；其前期健康扶贫任务的艰

巨性与后期取得的成效形成鲜明的对比，为其他地区反贫

困工作的开展提供重要借鉴，更为推进健康中国战略提供

灵感和启发。作为一部反贫困治理的地方经验研究，该书

利用丰富的数据资料和适当的研究方法，在经验总结的基

础上形成了富有启发性和前瞻性的学术观点，对健康扶贫

的镇巴经验展开深入地学术思考和理论升华，为健康治理

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小　结

我国脱贫攻坚战已经取得全面胜利，但依旧面临着

巩固拓展脱贫成果，防止因病返贫等挑战。[9]在后脱贫时

代，特别是在促进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改革和全面实施健康

中国战略的大背景下，深入挖掘健康促进的地方经验，助

力健康中国建设是一项具有重要价值的研究课题。该书是

深入健康扶贫地方实践经验和未来发展趋势的佳作，具有

针对性、前瞻性和指导性，对地方创新经验的推广具有重

要意义，同时也为后人进一步探索健康乡村建设和健康中

国建设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知识和理论参考，具有十分重要

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值得阅读和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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