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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休闲农业的空间分布及影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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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以河北省436家休闲农业品牌主体为研究样本，采用最邻近指数、核密度估算、近邻分析等方法，对其空间

分布类型、空间结构演化、空间分布特征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利用地理探测器量化分析了不同因素

对休闲农业空间分布的影响作用。结果表明，河北休闲农业品牌总体呈显著的聚集型空间分布，并逐步演化为

南部聚集连片、北部环绕京津、局部组团化聚集的高密度空间分布格局；休闲农业品牌呈现“沿路”“傍水”“环城”

“近景”“依产”分布特征；休闲农业品牌的空间分布受到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影响，旅游市场条件是影响休闲农

业空间分布的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其次为交通条件和自然资源。针对河北省休闲农业提出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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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农业是农业旅游文化“三位一体”、生产

生活生态同步改善、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的

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近年来，全国休闲农业取

得了长足发展，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新亮点，为

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就业增收发挥着越来越

重要的作用。自 1994年《可持续旅游》（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JoST）[1]发行专刊系统研究乡

村旅游以来，中外学者们在休闲农业的可持续发

展 [2]、利益相关者 [3]、影响因素 [4]、地理空间结构 [5]、

驱动机制[6]等问题研究方面取得了许多有价值的

成果。休闲农业空间分布研究是国内外学者共同

关注的问题之一。国外研究内容主要涉及休闲农

业的空间分布演化[7]、与景区之间的空间关联[8]、发

展潜力的空间分布[9]等方面。国内自 2004年吴必

虎[10]等较早对中国休闲农业的空间结构进行探索

以来，关于休闲农业的空间分布研究逐渐丰富。在

研究内容上，主要包括休闲农业的空间相关性[11]、优

化布局[12]、空间分布与影响因素[13,14]等，其中休闲农

业的空间分布及影响机制是当前研究着重关注的

问题。在研究尺度上，大致分为全国 [12]、省级 [13]、

市级 [14]、区域 [15]等 4个尺度，并以省级和市级尺度

的研究居多。在研究数据使用上，主要包括基于

行政区休闲农业资料的面状数据[16]，及基于典型休

闲农业主体空间坐标的点状数据[12~15]，其中利用点

数据的研究能够更明晰探索休闲农业的空间分布

特征。在研究方法上，对于地理对象空间分布的

研究，逐渐由利用描述统计和地图描述方法，发展

为利用地统计分析和空间分析方法，更科学的定

量化分析其空间分布特征及演化规律，其中最近

邻指数、核密度分析、空间邻近分析、空间自相关

等方法，已被广泛应用于休闲旅游[17]、特色村落[18]、

新型经济现象 [19,20]等众多领域的空间问题研究。

同时，上述定量化地理学研究方法也已成为当前

休闲农业空间分布问题的热门研究方法。

总之，目前关于休闲农业空间分布类型和特

征的研究较为深入，但是对于休闲农业空间分布

的影响因素问题，以往的研究只是从定性的层面

描述有哪些因素影响了休闲农业空间分布，或是

分析哪些影响要素与休闲农业空间分布具有相关

性，而定量化分析不同影响因素对休闲农业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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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影响作用的研究仍极少见到。同时，当前关

于河北地区的休闲农业研究相对较少，针对其休

闲农业空间分布及影响机制问题的研究尚属空

白。基于此，本研究以河北省436家休闲农业品牌

主体为研究样本，在利用ArcGIS空间分析工具分

析休闲农业品牌的空间分布类型、演化、特征的基

础上，进一步利用地理探测器定量化分析不同因

素对休闲农业品牌空间分布的影响作用，进而探

明影响其空间分布的主导影响因素和次级影响因

素，以期为开展相关研究和促进河北休闲农业提

档升级发展提供借鉴。

11 研究区域、数据与方法

11..11 研究区域研究区域

河北省地处华北，东临渤海、内环京津，面积

为 18.88万 km2，辖石家庄、唐山、邯郸等 11个地级

市[21]。河北省是中国唯一兼有高原、山地、丘陵、平

原、湖泊和海滨的省份，地域特色鲜明、休闲资源

丰富，其休闲与旅游资源70%的分布在乡村，丰富

的乡村旅游资源为休闲农业的开展提供了基础。

截至 2017 年底，河北休闲农业年营业收入超 140

亿元，接待游客超 7 000万人次，带动 35万户农民

直接受益，175 万户农民间接受益[22]，为推进农业

提质增效、农民就业增收、美丽乡村建设起到了极

大的促进作用。

11..22 数据来源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样本为河北省获得国家级和省级

认定的休闲农业品牌主体。主要包括 2010~2017

年河北省获得中国农业农村部（http://www.moa.

gov.cn）认定的国家级休闲农业品牌 157家、2014~

2017 年获得河北省农业农村厅（http://nync.hebei.

gov.cn）认定的省级休闲农业品牌 423家。在对被

撤销称号的休闲农业品牌进行剔除和对存在复合

认定或升级认定的休闲农业品牌进行合并处理

后，最终整理得到研究样本共 436 家。河北省行

政区、市县（区）政府驻地、水系、公路等空间数据

来源于全国地理信息资源目录服务系统 1∶100万

全国基础地理数据库（http://www.ngcc.cn/）。河北

省 DEM 数字高程数据来源于地理空间数据云

（http://www.gscloud.cn），分辨率为 30 m。河北省

3A 级及以上旅游景区数据来源于河北省文化和

旅游厅官网（http://www.hebeitour.com.cn/），共计

214家。河北省农业文化遗产和农产品品牌数据

来 源 于 农 业 农 村 部 官 网（http://www.moa.gov.

cn/）。河北省各县区的社会经济、农业基础、公路

里程等数据来源于《河北经济年鉴（2017）》[23]。

11..33 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首先，利用Google earth对436个研究样本，及

研究区域内的 181个市县（区）政府驻地、214个旅

游景区等要素进行逐一检索，获取其质点坐标，并

借助ArcGIS对获取的各类要素分别进行数字化处

理。其次，利用ArcGIS中的平均最邻近工具计算

河北省休闲农业品牌的最邻近指数，对其是否呈

聚集型空间分布进行判定；进一步利用ArcGIS中

的核密度估算工具，研究其空间分布聚集区域和

演化规律。然后，利用ArcGIS中近邻分析工具，测

量休闲农业品牌与道路、水系、景区、城区等相关

地理对象的距离，基于地物空间距离分析和数理

统计分析，研究休闲农业品牌空间分布与地理对

象间的空间相关性特征[24]。最后，针对休闲农业发

展特点，利用地理探测器[25]研究方法，分析社会经

济、农业基础、交通条件、旅游市场、自然资源等影

响因素对休闲农业空间分布的影响机制。

22 研究结果

22..11 河北省休闲农业品牌的空间分布类型及空间河北省休闲农业品牌的空间分布类型及空间

结构演化结构演化

1）总体呈显著的聚集型空间分布。最邻近

的指数（NNI）可用于判断点状要素的空间分布

类型[17~20]，当 NNI>1时，趋于均匀型分布；当 NNI <

1时，趋于聚集型分布。利用平均最邻近地统计分

析工具，计算河北省休闲农业品牌的最邻近指

数。结果如表 1 所示，在 2013~2017 年，河北省的

休 闲 农 业 品 牌 的 最 邻 近 指 数 均 小 于 1

（Z -score<-2.58，P<0.01），表明河北省休闲农业品

牌呈显著的集聚型空间分布。

表表11 河北省休河北省休闲农业品牌最邻近指数分析闲农业品牌最邻近指数分析

Table 1 The nearest neighbor indicator of leisure agriculture brands

in Hebei

年份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NNI

0.71

0.68

0.69

0.60

0.56

Z-score

-3.72

-6.36

-8.24

-13.22

-17.56

P值

0.00

0.00

0.00

0.00

0.00

分布类型

聚集型

聚集型

聚集型

聚集型

聚集型

注：NNI 为最邻近指数；Z-score为标准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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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逐步演化为南部聚集连片、北部环绕京

津、局部组团化聚集的高密度空间分布格局。点

状数据的空间聚集区域可用密度来分析[17~20]，本文

采用核密度工具估算休闲农业品牌的空间分布密

度。2013年，石家庄中南部山前平原是全省休闲

农业品牌分布最密集的地区，密度约 2.89 个/

103km2，其次为唐山北部燕山山区。2015年，休闲

农业品牌分布最密集的石家庄中南部山前平原的

密度增至 7.09 个/103km2，并在廊坊北部、唐山中

部、邯郸中部等地区形成了密度约 5.52 个/103km2

的较密集分布。2017年，石家庄中南部山前平原

仍为休闲农业品牌分布最密集的地区，密度为

12.99个/103km2；次级高密度区为紧邻京津的廊坊

北部地区和太行山东麓的邢台西部地区，密度为

10.39个/103km2；邯郸中部和唐山中部休闲农业品

牌分布仍较密集，并在靠近张家口、衡水、沧州、秦

皇岛等市主城区的区域和保定南部地区也逐渐形

成组团化的较密集分布区。整体来看，河北省休

闲农业品牌的空间分布逐步演化成为南部石家

庄、邢台、邯郸等逐渐聚集连片，唐山、承德、张家

口、廊坊等环绕京津，保定、沧州、秦皇岛、衡水等

局部组团化聚集的高密度空间分布格局（图1）。

22..22 河北省休闲农业品牌的空间分布特征河北省休闲农业品牌的空间分布特征

1）呈“沿路”分布。有 89.22%的休闲农业品

牌分布于至公路 3.00 km距离内。利用ArcGIS的

近邻分析工具，计算各休闲农业品牌与最近主要道

路之间的距离。结果显示，休闲农业品牌距离主要

道路的平均距离为1.16 km，有89.22%处于距离主

要道路3.00 km以内。各市所属的休闲农业品牌均

呈趋近道路分布的特征，其中承德、邯郸、张家口等

市的全部及衡水、石家庄、沧州等市的绝大部分休

闲农业品牌，分布在至主要道路3.00 km以内。以

0.50 km间距为步长对休闲农业品牌至最近道路的

距离进行等间距分组统计，结果显示随着与道路间

距离的增加，休闲农业品牌的分布数量逐渐减少（图

2），分布数量与其至主要道路间的距离呈显著负相

关，其Spearman相关系数 rs=-0.99**（P <0.01）。

2）呈“傍水”分布。有 90.60%的休闲农业品

牌分布于至主要水系 5.00 km 距离内。休闲农业

品牌与最近水系之间的近邻分析结果表明，休闲

农业品牌至主要水系的平均距离为 2.25 km，约有

90.60%的休闲农业品牌处于距离主要水系 5.00

km以内。各市所属的休闲农业品牌均呈趋近水系

聚集分布的特征，其中唐山、秦皇岛、承德、沧州、

衡水等市的全部及廊坊、邢台等市的绝大部分休

闲农业品牌，分布于距离主要水系 5.00 km以内。

在滦河、洋河、滹沱河等水系流域，休闲农业品牌

趋近水系分布的规律尤为明显。以 1.00 km 间距

为步长的等距分组统计结果显示，随着与水系间

的距离的增加，休闲农业品牌的分布数据逐渐减

少，分布数量与其至主要水系间的距离呈显著负

相关，其Spearman相关系数 rs=-0.95**（P<0.01）。

3）呈“环城”分布。休闲农业品牌主要分布在

至市级主城区20~60 km和至区县级城区5~15 km

区域。城市主城区是城镇人口最密集的区域，是休

闲农业最主要的客源地。以各地级市政府驻地为

参照点确定主城区位置，利用近邻分析工具计算各

休闲农业品牌至主城区间的距离，结果如图3所示：

图1 2013~2017年河北省休闲农业品牌核密度空间分布变化

Fig.1 The kernel density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leisure agriculture brands in Hebei in 2013-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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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 90.37%休闲农业品牌分布在距主城区 70 km

范围内，距主城区 20~60 km的区域范围是休闲农

业品牌的集中分布地带。县区级城区是城镇人口

相对聚集的区域，是休闲农业重要的客源地。以

县区级政府驻地为参照点确定城区位置，计算各

休闲农业品牌至最近县区级城区间的距离，结果

如图 4 所示：全省 83.26%的休闲农业品牌分布在

距最近县区级城区 20 km 范围内，至县区级城区

5~15 km 的地带是休闲农业品牌的密集分布区。

休闲农业品牌相对市级和县区级城区的分布总体

符合距离衰减规律，但在至距城市主城区20 km以

内和距县区级城区5 km以内的城乡过渡地带，存在

分布数量随距城区距离增加而增多的情况，与“出行

阈值”[10]和“休闲半径扩大”[16]的假设一致。

4）呈“近景”分布。有 59.86%的休闲农业品

牌分布于至3A级及以上景区15 km距离内。旅游

业发展能够为休闲农业发展提供便利条件。利用

近邻分析工具计算各休闲农业品牌与最近 3A 级

及以上景区之间的距离。结果表明，休闲农业品

牌至最近 3A级以上景区的平均距离约 15 km，有

59.86%的比例分布在该范围内。以5 km间距为步

长的等距分组统计显示，休闲农业品牌的分布数

量与其至景区的距离呈显著负相关，其 Spearman

相关系数 rs=-0.87**（P<0.01），表明休闲农业品牌

具有靠近景区分布的特征。从地理分布上来看，

靠近景区的休闲农业品牌主要分布于太行山东

麓、燕山南麓、洋河流域及张石高速沿途。

5）呈“依产”分布。休闲农业品牌主要依托

于特色农业产业和农产品品牌、乡村文化分布。

河北省休闲农业品牌的主导农业产业多为果蔬种

植 ，比 例 约 63.06% ，其 次 为 花 卉 苗 木 种 植

（15.28%），粮食种植（7.50%）比例较小，“非粮化”

现象较普遍。河北省地域性农产品品牌众多，依

托京东板栗、沙城葡萄酒两大农产品品牌已经形

成休闲农业品牌的组团化聚集分布，依托鸡泽辣

图2 河北省休闲农业品牌分布数量与最近公路距离

Fig.2 The distance distribution between road and leisure

agriculture brands in Hebei

图3 河北省休闲农业品牌至市级主城区距离分布

Fig.3 Distance distribution between the leisure agriculture brands

and municipal government in Hebei

图4 河北省休闲农业品牌至区县级城区距离分布

Fig.4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leisure agriculture brands and their

nearest district-level government location in Heb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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椒、黄骅冬枣等农产品品牌的休闲农业品牌已发

展出30余家。河北省农业文化遗产和乡村民俗文

化资源丰富，依托迁西板栗复合栽培系统农业文

化遗产已形成休闲农业品牌的聚集分布，其余依

托于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和乡村文化的休闲农业品

牌已发展出70余家。

22..33 河北省休闲农业集聚格局的影响机制分析河北省休闲农业集聚格局的影响机制分析

地理探测器是探测空间分异性，揭示其背后

驱动力的一组统计学方法。本文利用地理探测器

方法，研究各影响因素对河北省休闲农业空间分

布影响作用机制。休闲农业品牌分布受到多种因

素的影响，借鉴已有研究成果，针对休闲农业发展

特点，筛选出社会经济、农业基础、交通条件、旅游

市场、自然资源等5项影响因素，其中，社会经济包

括：人均GDP、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可

支配收入、年末总人口、城镇化率等指标因子；农

业基础包括：第一产业产值、第一产业比重、乡村

从业人员、农业从业人员等指标因子；交通条件包

括：至公路距离、交通可达性、公路里程等指标因

子；旅游市场包括：至景区距离、至市级城区距离、

至县区级城区距离、至京津主城区距离等指标因

子；自然资源包括：至水系距离、海拔高程、地形坡

度等指标因子。公路里程，以及社会经济、农业基

础中的各指标因子，采用所在县区统计数据。交

通可达性采用至城市主城区自驾时间。其余影响

因素中的各指标因子利用ArcGIS计算提取。各指

标因子按照等间距分段的方式离散化处理为 9个

等级[25]。运用地理探测器测算各指标因子对休闲

农业品牌集聚格局的解释力（表2）。

旅游市场是影响休闲农业空间分布的最主要

的影响因素。其中，至市级城区距离（0.457）、至区

县级城区距离（0.339）和至景区距离（0.292）是影

响休闲农业品牌空间分布最主要的指标因子，至

京津城区距离（0.076）因子的影响作用较小。表明

本地旅游市场和周边旅游资源是影响休闲农业品

牌空间分布的主导性因子。北京和天津的客源市

场也是显著影响河北休闲农业空间分布的因子，

但目前的影响作用还较小。

交通条件和自然资源是影响休闲农业空间分

布的主要影响因素。在交通条件中，至公路距离、

交通可达性、公路里程等指标因子解释力分别为

0.179、0.125、0.049，至公路距离和交通可达性的影

响作用最为明显。在自然资源中，至水系距离

（0.120）和海拔高程（0.108）影响作用较大，地形坡

度（0.038）影响作用相对较小 。

社会经济和农业基础是影响休闲农业空间分

布的次级影响因素。社会经济中各指标因子影响

力依次为：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0.081）>人均

GDP（0.076）>城镇化率（0.052）>城镇居民可支配

收入（0.034）>年末总人口（0.011）。农业基础中各

因子影响力依次为：第一产业比重（0.055）>农业从

业人员（0.048）>第一产业产值（0.023）>乡村从业

人员（0.008）。

33 结论与建议

33..11 结论结论

1）休闲农业品牌呈集聚型空间分布，并逐步

演化为南部聚集连片、北部环绕京津、局部组团化

的聚集分布格局。利用最邻近指数进行分析的结

果表明，2013~2017年河北休闲农业品牌的空间分

布类型均呈显著的集聚型分布，核密度分析进一

影响因素

社会经济

农业基础

交通条件

旅游市场

自然资源

指标因子

人均GDP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

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

年末总人口

城镇化率

第一产业产值

第一产业比重

乡村从业人员

农业从业人员

至主要公路距离

交通可达性

公路里程

至景区距离

至市级城区距离

至区县级城区距离

至京津城区距离

至水系距离

海拔高程

地形坡度

q

0.076

0.034

0.081

0.011

0.052

0.023

0.055

0.008

0.048

0.179

0.125

0.049

0.292

0.457

0.339

0.076

0.120

0.108

0.038

P值

0.00

0.00

0.00

0.15

0.00

0.01

0.00

0.15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1

0.00

0.00

0.00

表表22 不同影响因素对河北省休闲农业品牌空间布局的影不同影响因素对河北省休闲农业品牌空间布局的影

响作用响作用

Table 2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factors o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leisure agriculture brands in Hebei

注：q为指标探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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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发现 2013~2017年其空间分布逐步演化为南部

聚集连片、北部环绕京津、局部组团化聚集的高密

度空间分布格局。

2）休闲农业品牌呈现显著的“沿路”“傍水”

“环城”“近景”“依产”分布特征。有89.22%的休闲

农业品牌分布于至公路 3 km距离内，公路交通是

目前休闲农业出行的最主要交通方式，因此休闲

农业品牌选址倾向于靠近主要道路。有90.60%的

比例分布于至主要水系 5 km距离内，一方面水资

源是开展农业生产和休闲农业的基础保障，一方

面利用人的亲水性能够增加旅游吸引力，因而休

闲农业选址倾向于靠近水系。市级和县区级城区

是休闲农业的主要客源地，在至市级主城区 20~

60 km 和至区县级城区 5~15 km 的区域形成了休

闲农业品牌密集分布。旅游业发展能够为休闲农

业提供“搭便车”的条件，不仅能承接景区客源，还

能共享景区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条件，因而休闲

农业品牌具有靠近高等别景区分布的趋势。休闲

农业的发展基础是农业生产，核心吸引力是乡村

文化，因而休闲农业品牌具有依托于特色农业产

业和乡村文化、农业品牌分布的特征。

3） 休闲农业的空间分布受社会经济、农业基

础、交通条件、旅游市场、自然资源等因素综合作

用影响。旅游市场条件是影响休闲农业空间分布

的最主要影响因素，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至市级

城区距离、至区县级城区距离和至景区距离等因

子。交通条件和自然资源是影响河北休闲农业空

间分布的主要影响因素，其中主要影响因子为至

公路距离、交通可达性、至水系距离和海拔高程。

社会经济和农业基础属于次级影响因素，影响作

用较小。

33..22 建议建议

1）巩固加强乡村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建设

水平。休闲农业对公路交通具有较高依赖性，自

驾已成为当前最主要旅游出行方式，巩固提升乡

村公路等基础设施，以及停车场、充电桩等服务设

施的建设水平，将对河北休闲农业提档升级发展

具有促进作用。

2）提升休闲农业的绿色化水平，保护生态环

境。休闲农业品牌具有趋近水系分布的特征，在

部分水源地周边已存在休闲农业布局。休闲农业

开展的农业生产和休闲旅游业态都有产生环境污

染的潜在威胁，因而要注重提升休闲农业绿色化

水平，特别在重要水系和水源地周边要管控准入

业态和开发强度。

3）融合乡村文化和农业品牌，促进产业融合

发展。乡村文化是休闲农业的核心吸引力，应推

动与乡村特色民俗、农业农村文化遗产融合发展，

促进休闲农业在内涵与品位地上提档升级。休闲

农业品牌和地域农产品品牌存在关联，建议积极

开展两者的融合与整合，同步提升休闲农业和地

方特色农产品竞争力。

4）提升建设水平，促进产业聚集发展。河北

省从西北向东南依次为坝上高原、燕山和太行山

地、河北平原三大地貌单元，应积极发挥各地自

然、文化特色优势，促进休闲农业多样化发展。在

此基础上，整合优势资源，促进产业集聚，形成休

闲农业集聚区。以京津冀结合地区和石家庄、邢

台、邯郸连片地区为重点，推动跨行政边界的休闲

农业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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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雁等：河北省休闲农业的空间分布及影响机制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Leisure Agriculture: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Leisure Agriculture:
A Case from Hebei ProvinceA Case from Hebei Province

Xiang Yan, Chen Yinjun, Hou Yanlin, Qu Baox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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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 To investigate the developments of leisure agriculture, a sample of 436 leisure agriculture brands in

Hebei, China was selected. This paper seeks to estimate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type, spatial structure evolution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leisure agriculture brands in Hebei by using nearest neighbor analy-

sis,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proximity distance measurements, and identifies determinants that influence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leisure agriculture by using Geodetector method. Results indicated that: 1)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leisure agricultural in Hebei province has a remarkabl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aggregation type,

and gradually evolves into a high-density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aggregation in the south, surroundings

Beijing and Tianjin in the north, and local clustering; 2)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leisure agri-

culture are as follows: 89.22% of leisure agriculture brands are distributed within 3 km from the main roads, in-

dicating that leisure agriculture brands have th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along the road”distribution. Mean-

while, 90.60% of them are distributed within a distance of 5 km from the main river system, th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near water”is obvious. To some degree, it is also distributed near scenic spots, with 59.86%

of the total brands are in 15 km away from 3A and above scenic spots. As for th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istance from the market, it reveals that around 20-60 km distance to city central downtown and 5-15 km

distance to county downtown are the most concentrated area. At the same tim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leisure agriculture brands are relevant to distinctive agriculture product distribution; 3) The

tourism market conditions are the primary determinants influencing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leisure agricul-

ture, according to the Geodetector, the distance to central downtown, to county town, and to 3A and above sce-

nic spots play the leading role. In addition to the above primary determinants, traffic conditions and natural re-

source are proved to have important impact on spatial distribution, which the distance to the main roads and

water system, traffic accessibility and altitude are the main factors to strongly influence their spatial distribu-

tion. The paper also verifies impact of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factor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factors on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leisure agriculture, but they all belong to the subordinate effect factors, their

influence o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leisure agriculture are small.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some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leisure agriculture in Hebei province.

Key wordsKey words: leisure agriculture; Beijing-Tianjing-Hebei region development; Geodetector; Hebei Provi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