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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深度贫困县是实施精准扶贫工作的重点区域，客观分析深度贫困县贫困格局及其影响因素，可以为制定扶

贫策略提供科学依据。论文以黑龙江省海伦市为研究区，基于空间分析和数理统计方法，探索以贫困村和贫困人

口为核心的贫困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作为深度贫困县，海伦市贫困村和贫困人口均具有不平衡性，

贫困村和贫困人口格局既具有关联性，又具有差异性；② 海伦市贫困村集中分布在150~250 m地形过渡地带，呈

现多核心带状式分布态势；③ 海伦市贫困人口分布格局是自然因素与人文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自然地理及农业

生产、农村基础设施及社会福利因素是直接影响贫困人口分布格局的关键因素。建议从加强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

设、提升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加快种植业结构调整和布局优化、提升农村产业发展水平，提升社会保障水平、降低致

贫返贫风险，优化居民点体系、推动乡村各类要素的空间重组、结构重塑、功能重调等方面加强精准扶贫和乡村振

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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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8 年末，中国仍有农村贫困人口 1660

万人，多为贫中之贫、困中之困，集中分布在中西部

的山区、高寒区、民族地区和边境地区等贫困人口

多、贫困程度深、脱贫难度大的深度贫困地区 [1- 5]。

实现深度贫困地区全部脱贫摘帽是脱贫攻坚最艰

巨的任务。贫困往往呈现出区域性的要素短缺、结

构失衡、功能失调，以及贫困人口的收入、能力、权

利的多重约束[6]。贫困区域和贫困人口在空间上并

不具有完全一致性，但大部分贫困人口集中在区位

偏远、自然条件恶劣、基础设施薄弱、管理涣散的深

度贫困区[7-11]。县域是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

略的重要主体，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单元，

推动深度贫困地区县域发展是当前扶贫工作及后

续乡村振兴战略的落脚点。在脱贫攻坚拔寨阶段，

从贫困格局和影响因素角度聚焦典型深度贫困县，

对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全面脱贫具有

重要的现实意义。

国内对于贫困格局及影响因素的研究，侧重从

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等多维空间视角出发[12-13]，多

以省、市、县等行政区划为单元，以贫困区域本身的

特征、贫困标准、致贫原因、贫困类型及扶贫方式等

为研究对象[4,14-15]开展了大量研究。随着GIS和遥感

技术的应用、统计方法的发展和微观数据的丰富，

研究尺度由宏观层面向微观、中观与宏观多个尺度

相结合转变[16]。已有研究普遍认为，不同尺度的贫

困空间格局均具有很明显的空间依赖性[17-18]。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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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致贫因素探测研究中，主要聚焦于区域贫困程度

的测算和各类影响因素的定量分析[19-23]。通常采用

贫困发生率，即区域内贫困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比

重，表征区域贫困程度、贫困格局。而贫困表现为

区域贫困和人口贫困 2个方面，只有从这 2个方面

分析贫困的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才能更全面地了

解贫困的特征与机制，从而为拟定脱贫对策提供

依据。

地处松嫩平原黑土区腹地的海伦市，位于大兴

安岭南麓片区，是黑龙江省20个国家级贫困县中贫

困面积广、贫困程度深、致贫因素复杂的3个深度贫

困县之一[20-22]，也是全国农业现代化综合科学试验

基地县和全国商品粮基地县。因此，本文以海伦市

为研究区，采用空间分析方法，基于区域贫困和人

口贫困 2个视角分析贫困格局及其影响因素，以期

为典型深度贫困县和以农业为主导产业的平原贫

困地区的精准扶贫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1 研究区域、数据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海伦市(46°58′~47°52′N, 126°14′~127°45′E)位

于黑龙江省中部、绥化市北部，东部隔克音河与绥

棱县为界，西部隔通肯河与青冈、明水、拜泉县相

望，北部与北安市接壤，南部与绥化市北林区、望奎

县为邻。海伦市全境从东北到西南 150 km，南北

78 km，总面积 4700 km2。海伦市地处小兴安岭山

地向松嫩平原的过渡地带，地势从东北到西南，由

低丘陵、高平原、河流阶地、河漫滩呈阶梯状逐渐降

低。海拔最高 471 m，最低 147 m，平均海拔 200

m。海伦市辖区内共有 23 个乡镇，243 个行政村。

截至 2016年底，全市总人口 79.4万人，其中农业人

口 62.51万人，贫困村 96个，贫困户 22282户、贫困

人口120210人。海伦市地处地形过渡地带，自然条

件相对较差，经济基础薄弱、基础设施不足，产业结

构单一，人口较为密集，致贫原因复杂、贫困程度

深，是典型的“贫中之贫、困中之困”。

1.2 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本文所需贫困村名单为海伦市扶贫办官网公

布数据，行政区划、耕地质量数据来自海伦市自然

资源局农村土地变更调查数据库(2016年)、农用地

分等定级数据库(2016 年)，乡镇社会数据来源于

2016年《海伦市统计年鉴》。

本文从贫困村空间分布特征、空间集聚程度以

及贫困格局影响因子3个方面展开分析。通过县域

不同乡镇中贫困村点密度的空间变化来研究贫困

村的分布特征，利用GIS空间分析工具对贫困村的

质心点进行密度估计。密度估计模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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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æ
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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ö
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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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f (x, y) 为位于(x, y)贫困村质心的密度估计；n

为观测数值；p为带宽或平滑参数；K为核函数；Di

为(x, y)位置距第 i个观测位置的距离。核密度估计

结果可以用来识别并表示贫困村在研究区域内的

集聚与分散情况[24]。

2 结果分析

2.1 贫困村与贫困人口总体特征分析

海伦市贫困村与贫困人口的总体情况统计如

表1所示，现分别从贫困村、贫困人口以及二者分布

特征的耦合状况进行分析。

2.1.1 贫困村总体特征

2016年末，海伦市共有贫困村96个，分布于23

个乡镇(表1)。从贫困村数量上看，全市各乡镇平均

值为 4 个。东林乡、海北镇、前进乡、共荣乡、海兴

镇、丰山乡、永富乡、伦河镇、共合镇、扎音河乡、双

录乡等11个乡镇的贫困村数量高于全市平均值，其

中东林乡最多(7个)，海北镇次之(6个)；长发乡、东

风镇、海南乡、祥富镇、福民乡、百祥乡、爱民乡等 7

个乡镇的贫困村数量处于全市平均水平；向荣乡、

乐业乡、永和乡、海伦镇、联发乡等 5个乡镇的贫困

村数量低于全市平均值，其中联发乡没有贫困村分

布，海伦镇贫困村个数仅为 1个。从贫困村比例上

看，长发乡、双录乡贫困村占行政村比例最高，分别

为 57.14%、55.56%；联发乡贫困村占行政村比例最

低(0)，永和乡次之(25%)。

海伦市 23 个乡镇的贫困村总面积为 1389.35

km2，平均值为60.41 km2。其中，海北镇贫困村面积

最大(101.05 km2)，永富乡次之(100.90 km2)；除联发

乡无贫困村外，海伦镇贫困村面积最小，为 7.39

km2。此外，东林乡等 11个乡镇的贫困村规模大于

贫困村平均规模，乐业乡等12个乡镇的贫困村规模

小于平均规模。其中，长发乡的贫困村面积比例最

高(55.99%)，共荣乡次之(53.96%)；除联发乡无贫村

外，海伦镇贫困村面积比例最低，为 22.77%。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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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看，贫困村数量多、面积大的乡镇主要有海北镇、

扎音河乡、共合镇、海兴镇、丰山乡、共荣乡、东林

乡。可见，无论从贫困村个数还是面积上，全市各

个乡镇间的差异较为显著。

2.1.2 贫困人口总体特征

截至 2016 年底，海伦市贫困人口 22282 户、

120210 人，贫困发生率 19.23%，贫困人口密度为

32.33 人/km2，是东北三省贫困人口最多、贫困发生

率最高的县市之一。从各乡镇贫困发生率看，高于

全市贫困发生率的乡镇有 9个，低于全市贫困发生

率的乡镇有 14 个。其中，丰山乡贫困发生率最高

(33.53%)，福民乡(26.14%)次之；反之，海伦镇贫困

发生率最低(7.84%)，乐业乡(9.43%)次之。从各乡

镇贫困人口密度看，11个乡镇高于全市贫困人口密

度，12个乡镇低于全市贫困人口密度。其中，海伦

镇、向荣乡贫困人口密度最大，分别为47.77 人/km2

和 40.72 人/km2，百祥乡和东风镇贫困人口密度最

小，分别为25.58 人/km2和27.36 人/km2 (表1、图1)。

2.1.3 贫困村与贫困人口分布耦合分析

结合对海伦市各乡镇贫困村数量、规模及其空

间特征的分析结果，以乡镇级尺度的贫困村比例、

贫困村面积比例、贫困发生率、贫困人口密度为变

量，对其进行相关性检验，以表征二者的空间耦合

关系。表 2显示，海伦市的贫困发生率与贫困村比

例、贫困村面积比例、贫困人口密度呈显著正相关，

相关系数分别为 0.637、0.640、0.924，回归模型结果

显示其P值＜0.05，说明贫困人口分布与贫困区域

分布既具有内在的关联性，又具有差异性，扶贫工

作从人口和区域2个角度同时开展是十分必要的。

2.2 贫困村分布的影响因素分析

已有研究表明，无论是县域还是村域尺度，地形

条件对黑龙江省贫困格局都具有决定性影响[21-22]。

因此，本文主要分析地形条件对海伦市贫困村分布

格局的影响。通过贫困村分布图与DEM数据叠加

表1 2016年海伦市主要贫困指标统计

Tab.1 Statistical data of poverty in Hailun City, 2016

乡镇

名称

海伦镇

前进乡

向荣乡

长发乡

东林乡

东风镇

海南乡

共荣乡

乐业乡

祥富镇

海兴镇

福民乡

丰山乡

永富乡

伦河镇

百祥乡

联发乡

共合镇

永和乡

爱民乡

海北镇

扎音河乡

双录乡

合计

贫困村

个数

1

5

3

4

7

4

4

5

3

4

5

4

5

5

5

4

0

5

3

4

6

5

5

96

行政村

个数

3

15

9

7

15

13

10

10

9

11

10

8

10

14

10

8

10

11

12

10

17

12

9

243

贫困村

比例/%

33.33

33.33

33.33

57.14

46.67

30.77

40.00

50.00

33.33

36.36

50.00

50.00

50.00

35.71

50.00

50.00

0

45.45

25.00

40.00

35.29

41.67

55.56

—

贫困村

面积/km2

7.39

50.25

35.80

57.43

99.51

52.13

67.61

84.16

32.85

37.25

73.60

53.00

71.04

100.90

89.88

66.93

0

81.05

43.48

58.30

101.05

68.15

57.59

1389.35

乡镇

面积/km2

32.45

194.52

131.38

102.57

229.00

210.85

138.77

155.98

109.31

142.81

158.54

113.43

147.61

244.37

196.78

136.16

154.58

174.17

180.82

178.88

277.95

156.89

150.35

3718.17

贫困村面积

比例/%

22.77

25.83

27.25

55.99

43.45

24.72

48.72

53.96

30.05

26.08

46.42

46.72

48.13

41.29

45.68

49.16

0

46.53

24.05

32.59

36.36

43.44

38.30

—

贫困发生率/%

7.84

14.36

16.72

19.45

15.78

14.29

18.36

25.14

9.43

17.56

23.21

26.14

33.53

21.22

21.53

19.18

19.20

21.30

18.30

17.74

18.93

18.59

25.20

—

贫困人口

密度/(人/km2)

47.77

36.37

40.72

35.59

28.55

27.36

30.78

32.84

32.37

35.70

31.88

37.47

31.43

31.36

31.43

25.58

30.58

35.14

36.43

27.65

31.65

32.66

31.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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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可以发现：联发乡、永和乡、爱民乡、百祥乡等

地势相对平坦的乡镇贫困村个数和面积相对较少；

长发乡、福民乡、乐业乡、向荣乡、祥富镇等地势较

高的乡镇，贫困村个数和面积同样相对较少；而远

离中心镇、处于地形过渡地带的海北镇、共荣乡、共

合镇、海兴镇、丰山乡、扎音河乡贫困村相对较多。

为进一步明确贫困村空间分布特征，提取海伦

市所有贫困村的中心点，采用Kernel空间分析制作

贫困村的空间分布密度图。由图2可见：2016年海

伦市贫困村核密度最高值为 0.045 ~0.050 个/km2，

即单位面积(1 km2)内贫困村数量不足0.05个；贫困

村总体呈现“内密外疏、带状分布”的特征，部分区

域呈现集聚的情况；在带状格局基础上，贫困村空

间分布呈以 200 m等高线为核心、向周边区域扩展

的多核破碎化分布态势。海伦市东北部以及联发

乡核密度最低(0)，主要是由于海伦市东北部为国营

农场所辖地区，没有贫困村；联发乡地势平坦，农业

基础设施配套较为完备，贫困人口少，没有贫困村。

为更细致地刻画地形条件对贫困村分布格局

的影响，参考地貌学标准对高程分级，并统计不同

高程带内的贫困村域面积。统计发现(表 3)：<150

m 的高程带上，贫困村数量占全市贫困村总量的

10.41%(10个)，贫困村面积占全市贫困村总面积的

12.11%(168.25 km²)；在 150~200 m 的高程带上，贫

困村数量占总量的55.21%(53个)，贫困村面积占总

面积的55.41%(769.84 km²)；在200~250 m的高程带

上，贫困村数量占总量的 33.33%(32个)，贫困村面

积占总面积的32.45%(450.84 km²)；在250~300 m的

高程带上，贫困村数量占总量的 1.04%(1个)，贫困

村面积占总面积的0.03%(0.42 km²)。可见，<150 m

高程带上贫困村数量少且面积小，而由平原向丘陵

的过渡地带(150~200 m 和 200~250 m)贫困村数量

多且面积大，集聚程度高(图 2)。因此，沿 200 m等

高线向两侧划分缓冲区，间隔宽度 1 km，并将缓冲

区数据与贫困村数据空间叠加。经统计发现(表4)：

海伦市贫困村空间分布对高程具有偏好性，主要集

中分布在海拔 200 m附近 1 km范围内的地形过渡

地带，近7成贫困村分布在2 km范围内的地形过渡

地带，近9成贫困村分布在5 km范围内的地形过渡

地带，呈多核心带状式分布格局。

2.3 贫困人口分布的影响因素分析

借鉴已有研究成果[16,24-25]，结合本区域特性，依

据代表性、可获取性等原则，选取了自然地理及农

业生产、经济发展和农村基础设施及社会福利 3类

共30个指标，在乡镇尺度上对贫困人口分布格局的

影响因素(表5)进行探测分析，KMO和Bartlett 的检

图1 贫困人口密度分布

Fig.1 Density distribution of impoverished population

表2 贫困指标相关性分析

Tab.2 Correlation analysis results of poverty indicators

指标

贫困发生率

贫困村比例

贫困村面积占乡镇面积比重

贫困人口密度

贫困发生率

1

0.637**

(0.001)

0.640**

(0.001)

0.924**

(<0.001)

贫困村比例

0.637**

(0.001)

1

0.837**

(<0.001)

0.534*

(0.001)

贫困村面积比例

0.640**

0.001

0.837**

(<0.001)

1

0.520*

(0.013)

贫困人口密度

0.924**

(<0.001)

0.534*

(0.010)

0.520*

(0.013)

1

注：*、**分别表示P<0.05、P<0.01；括号中数据为P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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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结果为 0.7，经过主成分分析提取 3个主要成分，

累积解释率为90.74%。

由于影响因素之间存在复杂的交互作用，在对

各致贫因素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运用多元线性

回归模型对致贫因素的影响程度进行量化分析，以

下指标通过检验并被纳入模型(表6)。如表6所示，

贫困村低集中区影响因素、贫困村高集中区影响因

素、贫困村总体影响因素模型决定系数R2分别为1、

0.80、0.64，该多元线性回归方程对总平方和的解释

能力分别达到 100%、80%、86.3%。通过对乡镇级

尺度的贫困人口密度回归模型分析可知：贫困人口

密度主要受距离 200 m等高线 2 km土地面积占乡

镇总面积比例(X1)、设施农业面积占耕地面积比重

(X2)的影响。贫困人口密度影响因素以自然地理及

农业生产指标为主，自然地理因素特别是地貌特征

对贫困人口分布的影响较为显著。自然地理因素

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基础。海伦市地处平原向山地

过渡地带，地面起伏度相对较高，在水蚀作用下侵

蚀沟密集、耕地田块破碎，农业生产的机械化水平

不高、生产效率低下。由于地面起伏大，耕地内部

质量均一性差、水利设施难以配套，农业生产抵御

洪涝和干旱灾害的能力差。在农业生产效率低下、

自然灾害频发的双重挤压下，该区域贫困发生率较

高、贫困人口众多。此外，设施农业面积占耕地面

积比重对贫困人口密度的负向影响显著，表明设施

农业能够提高贫困村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降低区

域贫困发生率。

第一产业贡献率与贫困人口密度呈正相关，表

明海伦市作为国家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县，从事农业

生产人口较多。农民收入以农业经营性收入为主，

受土地利用程度、耕地质量、农业条件等因素影响

较大，越是第一产业比例高的乡镇，贫困人口密度

越高，农业发展转型的紧迫性可见一斑。

基本社会保险覆盖率是影响贫困发生率的主

表3 不同高程带贫困村占所在类型区的个数、面积比例

Tab.3 Numbers and areal proportions of poverty-stricken villages in different elevation belts

高程带

<150 m

150~200 m

200~250 m

250~300 m

合计

贫困村个数

10

53

32

1

96

不同高程带贫困村个数所占比例/%

10.42

55.21

33.33

1.04

100

贫困村面积/km²

168.25

769.84

450.84

0.42

1389.35

不同高程带贫困村总面积所占比例/%

12.11

55.41

32.45

0.03

100

表4 不同缓冲区贫困村占所在类型区的个数、面积比例

Tab.4 Numbers and areal proportions of poverty-stricken villages in different buffer zones

缓冲区

<1 km

1~2 km

2~3 km

3~4 km

4~5 km

>5 km

合计

不同缓冲区贫困村个数所占比例/%

56.25

13.54

4.17

9.37

6.25

10.42

100

缓冲区贫困村个数累积比例/%

56.25

69.79

73.96

83.33

89.58

100

—

不同缓冲区贫困村总面积/km2

781.51

164.38

54.38

136.10

87.78

165.20

1389.35

图2 海伦市贫困村分布的核密度

Fig.2 Kernel density of poverty-stricken villages in Hailun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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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因素之一，其中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覆盖率影

响最为显著，与贫困人口密度正相关，说明深度贫

困县低保人口和贫困人口具有较高的同质性。特

别指出，城乡基本医疗保险覆盖与贫困人口密度呈

负相关，表明海伦市因病致贫现象突出，新农合在

一定程度上能够降低贫困发生的可能性。

3 结论与讨论

海伦市贫困范围广、贫困程度深、致贫因素多，

在空间上具有明显的偏好性，致贫因素区域性特征

显著。本文从区域贫困和人口贫困 2个层面，对海

伦市贫困格局及影响因素进行了探索。主要结论

及建议如下：

(1) 作为深度贫困县，海伦市贫困村和贫困人

口均具有不平衡性，贫困村和贫困人口格局既具有

关联性，又具有差异性，扶贫工作从人口和区域2个

角度同时开展是十分必要。

(2) 海伦市贫困村集中分布在 150~250 m地形

过渡地带；在空间上呈现由地形过渡地带向周边区

域扩展的多核心带状式分布态势；同时在一定程度

上对高程具有偏好性，集中分布在距离 200 m等高

线 5 km范围内，离 200 m等高线越近，贫困村集聚

程度越高。

(3) 海伦市贫困人口分布格局是自然因素与人

文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自然地理及农业生产、农

村基础设施及社会福利因素是直接影响贫困人口

分布格局的关键因素。

为加快脱贫进程，提升脱贫质量，为乡村振兴

创造积极条件，建议：第一，加快道路、防护林、沟渠

等农村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农业技术推广，推

进水土流失治理，提升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表6 贫困村集中程度与影响因素的回归模型系数

Tab.6 Regression model factor values of concentration degree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oor villages

一级指标

自然地理及农业生产

经济发展

农村基础设施及社会福利

二级指标

R2

常量

距离200 m等高线2 km土地面积占乡镇

总面积比例(X1, %)

设施农业面积占耕地面积比重(X2, %)

有效灌溉面积占耕地面积比重(X3, %)

水田化率(X4, %)

化肥施用量比率(X5, %)

农药使用比率(X6, %)

第一产业贡献率(X7, %)

合作社带动能力(X8, %)

城乡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X9, %)

农村养老保险覆盖率(X10, %)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覆盖率(X11, %)

贫困村低集中区

非标准系数

1

4.64

13.37

-7.79

0.17

0

-0.61

0

0

-0.05

0

0

0.03

贫困村高集中区

非标准系数

0.80

-14.60

-8.76

-0.84

0.22

-0.07

0.79

0.11

0.18

-0.11

-0.17

0.22

1.70

总体

非标准系数

0.64

-11.28

-1.14

-1.79

0.12

0.03

0.54

0.09

0.17

-0.09

-0.16

0.26

0.75

表5 贫困人口分布影响因素

Tab.5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overty

一级指标

自然地理及农业生产

经济发展

农村基础设施及社会福利

二级指标

贫困村平均海拔高度(m)、起伏度(°)、地形坡度(°)、土地经济系数、土地利用系数、土壤酸碱度、黑土层厚

(cm)、障碍层距地表深度(cm)、耕地流转面积占耕地面积比重(%)、有效灌溉面积占耕地面积比重(%)、水

田化率(%)、设施农业面积占耕地面积比重(%)

第一产业贡献率(%)、化肥施用量比率(%)、农用柴油比率(%)、农药使用比率(%)、农村用电量比率(%)、合

作社带动能力(农业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个数/农村总人口, %)

自来水通村率(%)、汽车通村率(%)、电话通村率(%)、通电村数比率(%)、公路通村率(%)、公路里程(km)、农

村住房砖瓦化率(%)、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农村有线电视入户率(%)、农村养老保险覆盖率(%)、低保覆

盖率(%)、城乡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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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加快种植业结构调整和布局优化，积极发展

农村新业态，实现质量兴农和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提升农业发展的附加值、延长农业发展的产业

链；第三，切实提升农村特别是建档立卡人口的社

会保障水平，避免因病因学因老致贫返贫风险；第

四，进行必要的村级行政区划调整，撤并空心村，优

化居民点体系，提升人口集聚水平，发展新业态，推

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实现乡村各类要素的空间重

组、结构重塑、功能重调，提升乡村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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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verty patter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in typical
deep poverty-stricken counties:

A case study of Hailun City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DU Guoming1, FENG Yue2*, YU Jiaxing1

(1.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Law, Northeast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arbin 150030, China;

2. Tsingyan Research, Beijing 100101, China)

Abstract: Deep poverty- stricken counties are the key areas for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objective

analysis of the poverty patter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in these areas can provide a scientific basis for developing

the tactics of poverty relief. This study applied spatial analysis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methods to explore

the poverty patter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Hailun City, Heilongjiang Province, by taking poverty villages and

poverty population as the focu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As a deep poverty-stricken county, Hailun's poverty

villages and poverty population are unbalanced, and their spatial patterns are related and different. 2) The

poverty villages of Hailun City centralize in the terrain transition zone of 150-250 m, presenting a multi-core

zonal distribution pattern. 3) The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poverty population in Hailun results from the joint

effects of natural and human factors. Physical geographic conditions,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rural infrastructure,

and social welfare are key factors. In order to strengthen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it is

important to strengthen agricultural infrastructure and improve the ability of resisting natural hazards and

disasters; accelerate planting structure adjustment and layout optimization and improve rural industrial

development level; improve social insurance level and reduce the risks of causing and returning to poverty;

optimize settlement system and promote space reorganization, restructuring, and functional readjustment of

various key rural factors.

Keywords: deep poverty-stricken county; poverty village; poverty pattern; Hailun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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