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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四川 德阳 618000） 

【摘 要】：长期以来，由于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导致了贫困的多发、高发，而这也成为了世界各国关

注的焦点问题。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在世界范围内创新性地提出了精准扶贫战略，而四川作为全国扶贫开

发工作重点省份之一，据统计，全省 2012年贫困人口高达 750万人，贫困发生率达 11.5%，农村贫困问题集中而突

出，制约了全省的社会经济发展。研究国家级贫困县——四川省苍溪县，可以发现，苍溪县贫困人口规模大、数量

多、分布广、程度深，其农村贫困受自然环境约束，呈现出贫困区域集聚分布、农村产业发展滞后、文化教育落后

等特征，发展基础薄弱，各村之间的贫困发生率也存在明显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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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2019 年，历经 40 多年地不懈努力，我国在不停地实践当中探索出了一条极具中国特色的扶贫道路。按照现行每人每

年 2300 元（2010 年不变价）的贫困标准，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从最初的 7.7 亿人降低至现下的 551 万人，贫困发生率从最初的

97.5%降低到 0.6%，中国的减贫事业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应该认识到，现阶段我国的农村地区依旧面临巨大挑战，贫困仍旧呈现

出数量大、分布广、程度深的困境，这也成为了当前制约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 

四川作为西部人口大省，地理环境复杂，贫困发生率高，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形势依然不容乐观。而四川省苍溪县地处我国

秦巴山集中连片特困区，同时，它还是四川省集山区、革命老区、贫困区为一体的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2014 年精准识别时，

贫困人口达 9.2 万。近年来，苍溪县发展加快，贫困发生率降低，但是贫困程度深、范围广、致贫因素复杂等问题仍旧十分突

出，苍溪县扶贫攻坚任务仍旧紧迫。 

1 苍溪县区域概况 

苍溪县位于 31°37′N—32°10′N、105°43′E—106°28′E，位于四川盆地的北部、秦巴山脉南麓、嘉陵江中游，苍溪

县的东西南北分邻恩阳区、剑阁县、阆中市、昭化区和旺苍县。全县整体呈现斜长形状，东西距离为 70.5km，南北距离为 61.6km，

苍溪县的幅员面积为 2346km2，辖 39个乡（镇），2020年乡镇行政区划调整后为 31个乡（镇）（因本文研究苍溪贫困特征，故后

文所有数据均采用调整前的行政区划）。苍溪县地理区位如图 1。 

苍溪县境内水域分布广泛，且地形较为复杂，主要为低山区，但丘陵、台地、平坝等地貌也都具备。全县由于受到米仓山

以及大巴山两座山脉的构造控制，苍溪县地势的总体变化呈现出自东北向西南倾斜的趋势，苍溪县的高程和坡度情况分别如图 2、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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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苍溪县地理区位图 

 

图 2苍溪县高程图 

 

图 3苍溪县坡度图 

2 苍溪县贫困人口及贫困村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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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贫困人口分布 

苍溪县是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所处地理环境复杂。2014年，苍溪全县贫困人口多到 27055户 91457人，居全省第 11位。

同时还应注意到，这其间有 60%位于非贫困村中，“插花式”贫困情况多，脱贫攻坚任务更加艰巨，苍溪县各乡镇贫困人口分布

如图 4。 

 

图 4苍溪县各乡镇贫困人口分布 

（数据来源：苍溪县脱贫办） 

2.2贫困村分布 

苍溪县贫困问题突出，呈现出区域集聚分布的总体趋势。苍溪全县的致贫因素复杂、区域贫困难题较多，致使全县共有建

档立卡贫困村 214个，分布在全县 39个乡镇中，苍溪县的贫困村数量在全省县区中排第 4位，整体形势不容乐观。 

结合苍溪县的贫困村分布（图 5）可以看出，苍溪县的贫困村多数集中于县城东北部的低中山区域，而其他的贫困村则零散

地分布在一些交通不便利、公共服务设施薄弱等城市边缘区域，由于该区域的自然条件恶劣，缺少产业支撑，缺乏基础设施，

生活生产用水匮乏，因而极易造成当地的贫困高发。 

 

图 5苍溪县贫困村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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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苍溪县贫困特征分析 

苍溪全县贫困人口规模大、数量多、分布广、程度深，发展基础薄弱，这也对当地开展脱贫攻坚工作产生了巨大压力和极

大挑战，因此，深入分析苍溪县的贫困特征，对于实现当地的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2.3.1自然环境约束严重。 

苍溪县位于秦巴山区，地域广阔，地形复杂，主要为低山区，全县耕地资源少，人地关系紧张。同时，通过前文分析可知，

苍溪全县地势呈现出东北高、西南低的特点，由于地形的限制，使得高海拔、高坡度地区的气候、土壤等自然条件更加恶劣，

不适宜农户居住，且基础设施的建设成本增加，区域优势资源无法整合，农户的生活以及工农业生产活动受到限制和影响。加

之由于当地受干旱、洪涝等自然灾害的影响，农户的收入得不到保障，使得苍溪县的贫困难题较多。 

2.3.2贫困面宽、量大、程度深。 

从前文研究基础来看，苍溪全县贫困人口达 9.2万人，贫困村达 214个，全县的贫困发生率达 13.9%。同时对苍溪县各村的

贫困发生率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如图 6 所示，可以看出，苍溪全县的贫困发生率也呈现出东北高、西南低的态势，与当地的海

拔、坡度等自然环境在地理空间上出现较高程度的重叠，导致区域贫困难题较多。 

同时，对当地的贫困人口构成和特征进行分析，能够看出，当地的年龄结构呈现出两端分化趋势，通过调研发现，农村主

体过早老弱化，当地 60 岁以上的贫困人口占比多达 30%，劳动力主体老龄化趋势严重，且由于苍溪县大量的年轻劳动力逐渐开

始往城市转移，导致当地的人口空心化、用地空废化严重。同时，由于当地因病、因残、缺资金、缺技术、缺劳动力等多因素

的交织和叠加，使得当地许多家庭陷入多维贫困的可能性提高，很大程度上增加了致贫机率。 

 

图 6苍溪县贫困发生率 

2.3.3文化教育落后。 

通过对苍溪县进行调研发现，全县贫困人口的文化程度一般较低，农户的自身发展能力偏弱。据统计，苍溪全县文化程度

在小学及以下的贫困人口占比达到 50%，这也将直接影响当地农户的就业层次，使得贫困人口接受新观念、新技术的能力较弱，

农民能力素质提升较慢，进而导致当地农业科技推广不深入，现代农业发展滞后，当地农户无法在乡村经济活动中发挥其主观

能动性，实现稳定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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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基础设施薄弱。 

通过对苍溪县进行分析发现，苍溪县的贫困村大多位于自然条件恶劣区域，长期受此困扰，使得苍溪县贫困村的基础设施

建设滞后，发展条件受限，农户的生产生活条件差，尤其是早期苍溪县大部分农户住房为土坯房，危房、旧房较多，当地农户

长久以来饱受住房、饮水、生产等问题的困扰，严重阻碍了全村社会经济的快速稳定发展，极易导致贫困发生。 

2.3.5产业发展滞后。 

加快产业发展是激发农户脱贫致富内生动力的根本之策，苍溪近年来加大产业发展力度，但由于受到自然条件约束，部分

贫困地区基础设施滞后，产业得不到集中规模经营，并且如猕猴桃等部分特色产业见效周期长，带动贫困户持续稳定增收的能

力比较弱。同时，由于各类致贫因素的叠加效应，导致当地产业发展模式较为单一、科技含量低，新型主体培育少，产业发展

缺乏三大产业的融合，农户缺乏创新创业、承担风险的精神，这都是贫困发生率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 

2.3.6相对贫困初现端倪。 

近年来，国家和各省、市州、县区针对贫困地区持续不断地出台有利政策，对于贫困户、贫困村的帮扶力度大、帮扶成效

好，但是对非贫困村以及非贫困户而言，很多政策无法惠及，导致出现新的“弱势群体”，拉大两者差距，出现新的区域发展

不均衡问题。 

3 总结 

精准扶贫旨在“扶真贫、真扶贫”，通过探究四川省苍溪县贫困特征，全面掌握苍溪全县贫困地区实际情况，有助于增进

对农村贫困的理解，明确当地减贫与发展着力点，转变过去大水漫灌粗放式扶贫方式，能够将相关的政策措施精确到村、精准

到户，从而从根本上解决贫困带来的障碍，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脱贫致富，这也符合我国当前的乡村振兴战略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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