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蒋惠庆 杜承燕

如今漫步无棣城乡，1657 . 6公里纵横交
错、平坦笔直的乡村公路将571个行政村无缝隙
全线连通，给广大农民群众带来便利实惠的同
时，也为无棣经济社会发展筑牢了交通根基。

近年来，无棣县农村公路的快速发展大大
改善了该县农村发展环境和农民生活条件，但
与统筹城乡的要求相比，乡村公路仍面临着网
化程度不高，断头路、瓶颈路分布面广的现
状，农村道路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需求。为
此，2013年，无棣县委、县政府积极谋措，以
43万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为出发点，踏上了新
一轮建设乡村公路的征程。

群众的需求就是动力

“要想富，先修路”，这句俗语折射出多
少年来中国农民的心愿。早在20年前，无棣县
就实施了农村道路村村通工程，但是随着年代
的久远，公路老化，路面破损严重，给群众的
出行带来了严重不便，甚至有个别村庄从建国
以来就没有通上过柏油路……为改变全县农村
公路这一“通而不畅”的现状，无棣县县委、
县政府坚持把交通发展放在重要的战略地位，
坚持“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的原则，积
极向上争取“网化工程示范县”工作。2013年6
月份，无棣县通过严格评审被省政府确定为农
村公路“网化工程示范县”。从那时起，全县
农村公路网化建设的大幕徐徐拉开。

工程确定后，县委、县政府立即成立了由
时任县长的丁海堂任组长，副县长周波任副组
长的村级公路“网化”工程建设领导小组，对
农村公路建设及项目实行统一领导。制订了
《无棣县村级公路网化工程建设管理实施方
案》，力争全县修建农村公路434公里。通过村
级公路网化工程一是解决村级“断头路”问
题，实现主要街道与临近公路的连接通达；二
是改善和实现村与村之间的必要通达；三是每
个行政村建设1—2条主要街道，改善农村生产
生活环境。

全县11个镇、街道办分别成立了村级公路
“网化”工程管理小组，建立了县、镇、村三
级领导管理机构，形成了层层有人抓、级级有
人管的良好局面。从基层到机关，从村庄到镇
办，全县上下迅速掀起了宣传发动农村公路
“网化”工程建设的浓厚氛围。

每一步扎实有序推进

2013年7月23日，全县村级公路网化工程建
设工作会议召开，县长丁海堂在会上提出明确
要求，各镇办、各单位要提高认识，进一步增
强做好村级公路网化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认真实施，将村级公路网化工程打造成“民心

工程”。
9月25日，无棣县村级公路网化工程战役正

式打响。
随着网化工程的全面启动，县网化指挥部

为了保证工程进度和质量，对工程情况三天一
调度，一周一通报，并从任务、资金、质量、
安全和廉政等方面，明确考核指标和奖惩措
施，对经济条件好、群众积极性高的镇办优先
安排计划，对进度快、质量高的工程给予适当
奖励。在项目安排上，把任务指标分解到镇
办，落实到路段，不得随意调整；在计划执行
上，统筹兼顾各村断头路的衔接和村内道路与
国省道的连接；在进度管理上，倒排工期，落
实责任，保证计划严格实施。各镇办实行一条
路一套班子、一个指挥部、一名责任人的工作
机制，精心运作，科学施工，形成了县、镇、
村三级联动、齐抓共建的修路格局。

农村公路“网化”工程是一项民心工程、
德政工程，而质量是工程的生命，为此，该县
网化建设指挥部始终以“精心施工、质量第
一”为方针，严格控制工程质量。在工程实施
中，该县主要做到了“五个严格”，即严格计
划管理、严格建设程序、严格项目管理、严格
养护管理、严格考核奖惩，将每一个环节做实

做细，确保质量。

齐心协力众人拾柴火焰高

该县按照“向上争取一块、县财政投一
块、乡镇出一块、村自筹一块、社会募集一
块”的总体思路，多渠道筹集工程建设资金，
全力破解资金瓶颈，确保工程建设顺利推进。
“无棣县版图面积大，村庄坐落分散，由此带
来农村公路里程长、建设投资大的困难，也增
加了施工难度。”无棣县交通运输局局长李强
向记者介绍。

在“网化”工程建设过程中，县委、县政
府在组织领导、资金筹措等方面给予了全力支
持，建立了县级领导干部定点联系、部门单位
全力帮扶的工作机制。强化督导，抓促进、抓
落实，努力形成以镇街为主体、各部门协调推
进的工作格局。在农村道路建设资金筹措中，
村民除按照一事一议出资出工外，许多经济大
户、在外乡贤和普通群众慷慨解囊，踊跃捐
款，有效化解了农村道路硬化的资金困难。

2013年，信阳镇城角村积极响应全县农村
环境综合整治工作，村委会不等不靠积极发动
村民乡贤主动参与工程建设，筹得资金83万

元，修建全村道路2 . 2公里。2014年又筹得10万
元对街巷进行硬化，城角村实现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碣石山镇卢家村环境综合整治捐款现
场，3岁的小晴晴和奶奶把500元钱投入捐款
箱。卢家村是碣石山镇最小的行政村之一，全
村仅有50多户、240多口人，但是在农村环境综
合整治工作中，这个小村的群众迸发出高涨的
参与热情，仅仅一个小时就踊跃捐款81600元，
人均捐款300余元。

山东利德金融电子器具有限公司总经理高
宝春是海丰街道城西高村人，先后投入资金40
余万元，硬化通村道2公里，硬化街巷2 . 6公
里，有力地推动了村容村貌的改善；佘家镇郭
官村村委会主任、无棣润泰矿粉有限公司总经
理王雪峰，针对村庄面积大、整治任务重、资
金缺乏等实际，先后投入整治资金50余万元，
修建道路4 . 4公里，衬砌边沟2公里，使郭官村
成为三官连片整治的样板村,整洁、宽阔的村级
公路网络将村庄和外界有效地贯通起来，群众
的致富路更加宽阔了。

百姓得到更多实惠

5月24日，对于碣石山镇坡竞村201名村民

来说是个特殊的日子，村民们敲锣打鼓、笑逐
颜开。“我们村的道路修好了，再也不用担心
雨天出不去村了，感谢党的好政策，多亏了县
交通运输局！”60多岁的张大娘高兴地说。至
此，坡竞村“三纵两横”村路全部竣工通车，
结束了村内无公路的历史。

如今，无棣县棣丰街道小吴村的134名群众
也走上了宽敞平坦的混凝土路面。6月4日，他
们彻底告别了从建村以来未进行道路硬化的历
史。“以前，碰上下雨阴天，车都不敢开到家
里来，生怕困在家里出不去，这下好了，再也
不用为这事发愁了。”村民吴长安说，他和妻
子常年在205国道旁边的一家民营企业务工，为
了方便，购置了一部小轿车，但是没想到麻烦
也跟着来了，天气好还能勉强开到家门口，就
是怕雨天，到那时人进来是很困难的，只能将
车放在村北面的西袁村，或者离村比较近的阳
信县北朱村的亲戚家中。

据介绍，小吴村位于无棣、阳信、沾化三
县交界地带，只有40多户130多口人。由于村子
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加之多年来村集体经济
薄弱，硬化村内道路只能是梦想，“晴天一身
土，雨天一身泥”是小吴村的真实写照。“特
别是孩子上学特别困难，要送到离村7、8里路
远的韩家小学，赶上下雨，就需要人拉肩扛，
把电动车先弄到2里地之外的西袁村或者小郭家
村，我的孩子上学就是这样慢慢熬过来的。”
吴炳亮说，“自从有了校车，孩子不用受罪
了。”

2014年5月1日，信阳镇于家村公路正式通
车。多年来，“修路、增收、致富”一直是该
村“两委”班子努力的目标。

今年，借助全县村级公路“网化”工程建
设这一良机，完成村内道路硬化7500平方米，
有效改善了交通环境、提升了村庄品味、方便
了生产生活。

自“网化”工程开展以来，西小王镇充分
利用政策，全镇共有31个村庄新修村内公路
46 . 6公里，全镇85%的村内道路实现了硬化升
级，结束了“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的历
史，得到了人民群众的高度好评。

农村公路网化工程是无棣县农村公路建设
史上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全县农村公路呈现
出前所未有的建设高潮，在“网化”工程这一
惠及民生政策下，全县的村级公路得到进一步
修建、改造，累计完成投资2 . 1亿元，截至2015
年6月30日，全县共完成农村公路建设434公
里。11个镇办571个村庄全部贯通油路，从根本
上实现了农村公路由“村村通”向“村村连”
转变,由“村村通”向“网络化、村内通”延
伸，全县村级公路形成网状化，农村公路的通
达深度和广度进一步得到提升，老百姓实实在
在的得到了实惠，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极大改
善了人民群众的交通环境，有力地推动了全县
经济的蓬勃发展。

倾情倾力筑富路 通路通车通民心
——— 无棣县农村公路“网化”工作纪实

信阳镇小牛村的村级公路笔直宽敞。

柳堡镇王干村村民在刚修的村路上散步。

信阳镇李楼村的护路工在养护村级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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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 雷

魅力东平，美在交通。在东平，从湖区到
山区，再到平原，一条条畅安舒美的农村公
路，像彩带，似画廊，在方便群众生产生活的
同时，也改变着群众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
攀升着群众的幸福指数。

“要想富，先修路。”质朴的语言道出被
实践一再验证过的真理。借助“第二批全省村
级公路网化示范县”东风，东平县利用近三年
时间,新改建村级公路486条，688公里,让“水浒
故里”找到了跨越发展的一把新钥匙,打开了建
设幸福魅力新东平的新密码。

新机遇：

从“村村通”到“村村连”
在东平农村，村民感受最深、变化最大的莫

过于近年来村路建设。从“村村通”延伸到“村村
连”，是东平县交通运输事业的历史性跨越，而对
老湖镇西村二村村民来说，那条条像玉带一样贯
穿联通的水泥路，赋予了更多的意义；它所指向

的尽头是每个人最温暖的港湾，是每个人“记得
住乡愁”“留得住乡音”的归宿——— —— 老家。

老湖镇西村二村是东平湖畔一个回汉聚居、
人多地少、路况较差的移民村。多年来，因多种因
素的制约，生活在这里的村民望眼欲穿，憧憬着
走上水泥路，直到2014年7月梦想成真。

“房子还是原来的房子，可街已经不是原来
的街了，整个过程像魔术‘变脸’一样精彩。”村民
赵凤英说。

路，路，路！不仅羁绊着老湖镇西村二村村民
的心，更让接山镇主要领导日夜难熬。

2003年实施“村村通”工程时，由于历史
的原因，接山镇花园村村民丧失了通水泥路的
机遇。网化工程实施后，该村不等不靠，积极
参与，圆了村民们10年的通达梦。

“村级公路的不完善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
展。村级公路网化建设既是民生工程，又是发展
工程，只有把农村公路修好，经济才能发展。”接
山镇主要领导的话说到了百姓的心坎上。

为做好村级公路网化工程建设，东平县以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最大限度满足广大人民群
众交通需求为出发点，紧紧抓住“第二批全省

村级公路网化示范县”活动的机遇，加大农村
公路建设力度，进一步改善农村交通基础条
件，为广大群众提供村村互通、畅通便捷的出
行环境，全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程。

东平县领导靠前指挥，相关部门协同努力，
进度表一周一报，调度会一月一次。正是有东平
县委、县政府的决心和付出，全县农村公路建设
实现了历史性跨越。截至2015年7月上旬，全县通
车总里程2687公里，公路密度200公里/百平方公
里。其中，村级公路网化工程完成688公里，占总
计划的100%。东平农村公路由“线型”向“网状”
发展，初步实现由“村村通”向“村村连”的转变，
全面提升农村公路通达能力和通达水平。

新思路：

从“要修路”到“修好路”
梯门镇西沟流村是一个典型的山区村，核

桃、樱桃等林果产品产量较高。以前因为交通
不便，满山的果子运不出去，年年丰产不丰
收。后来，该村多方筹措资金修通了水泥路，
果子不愁卖了，日子一天比一天富裕。2014

年，该村抢抓村级公路网化建设的机遇，通过
积极对上争取，将原来4米宽道路改造升级成6
米。道路修通后，村里通过招商引资，建成了
投资1600余万元的泉灵农场，每年可为村集体
增加30余万元的收入，也解决了部分农村剩余
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路通百业兴。目前，老湖镇的特色动物养
殖、斑鸠店镇的大蒜、大羊镇的核桃、接山镇
的高效农业……一一述说着特色产业背后的故
事，耐人寻味。

新境地：

从“路好走”到“路经济”
近年来，东平县把农村公路建设放在新农

村建设的突出位置，坚持把农村公路建设作为
促进全县经济社会发展、惠及“三农”的“民
心工程”“富民工程”来抓。

为加快农村公路建设步伐，努力实现“村
村连”硬化公路目标，该县详细制订了《“第
二批全省村级公路网化示范县”活动实施方
案》，分步落实，使全县农村公路改造建设有

计划、有步骤地稳步推进。通过加强领导、落
实责任，将村级公路网化工程建设工作纳入全
县考核目标任务，形成了“政府监督、社会监
督、企业自检”的三级质量保证体系。

每个项目开工前，施工项目部都要向监理
单位提出开工申请，并报东平县村级公路网化
项目建设指挥部备案，经审批后开始组织施
工。“对这样的水泥路，每5米我们都要测量1
处宽度，每条路我们都要从头走到尾进行数据
采集。”该县交通运输局技术负责同志这样
说。工程竣工验收时，由业主、指挥部、监理
单位组成验收小组，对每个项目、每条路、每
一米进行全面的验收检查。

在搞好村级公路网化示范县活动的同时，
东平县将“乡村文明行动”、道路交通运输环
境综合整治行动等结合起来，统筹推进，密切
配合，城乡面貌焕然一新。目前，东平县村级
公路初步实现了村村相通，村村相连。在“硬
化、绿化、亮化、美化、净化”的“五化”标
准下，路域环境和乡村环境整体提高，农村面
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如今，东平县四通八达的农村公路连接着城
乡，小轿车、农用车、客货车满载着农民的收获，
在便捷畅达的通村公路上来往穿梭……一幅幅
安民乐业的美好画面尽显眼前。昔日出行观天
色，今朝“玉带”穿村过，日趋完善的村级公路网
络，正连接着东平城乡，使农产品畅销全国各大
市场，城乡人民由此步入推进富民强县新跨
越、建设幸福魅力新东平的快车道。

村路成网 照进现实
——— 东平县村级公路网化工程建设纪实

济阳：用好国家政策 修造福民生村路
□ 戚加绚 陈庭新

“全省村级公路网化示范县”工程是继
“村村通”工程后，又一次大规模农村公路改
造活动。济阳县在济南市交通运输局的大力帮助
下，2013年被列入全省第二批村级公路网化示范
县，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把村级公路网化建设
列入《党代会报告》、《政府工作报告》和全县“十
大民生工程”之一，并多次召开县委党委会、县长
办公会专题研究推进工作，为全县农村公路网化
建设事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为把这一民生工程抓实、抓好、抓出成
效，济阳县制订了周密细致的《村级公路网化
工程建设实施方案》，并召开了全县村级公路
网化工程动员大会，把村级公路网化工程列入
镇（街道）年度考核，层层签订目标责任书，
形成了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齐抓共管的
良好格局。同时，各镇（街道）结合各自发展
情况，在“网化”工程路线的规划设计上进行
了深入的分析研究，用创新的思维去规划设计
“网化”路线。

济阳县针对“网化”工程点多、线长、面

广特点，不但始终坚持村申请、镇推荐、县审
批和修不修群众议、修多少群众定、修好后群
众管的“网化”建设审批立项机制，还明确了
“倾斜”政策，对经济比较薄弱的镇和修路积
极性高的镇，在项目安排上倾斜、在资金兑现
上倾斜、在技术指导上倾斜。据济阳县交通运
输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这些政策的出台和启
动，有效地激发了群众修路的强烈愿望和强大
动力，不少群众自觉投工投力，一些在外工作
的济阳籍老乡主动为修路出资，不少帮扶单位
伸出了友谊之手，掀起了村级公路建设热潮。

垛石镇柳家村民张大爷高兴地说：“政府
给我们修路，村民都很高兴，路修好了我们走
起来也方便了。咱们县交通运输局鼓励我们给自
己的路把关，还给我们每人发了一张‘明白卡’，
路基的压实度、平整度、面层厚度都说了个一清
二楚，自己的路自己亲眼看着更放心”。

为确保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经得起历
史检验，济阳县交通运输局具体做到“五个严
格”。不但所有工程严格实行公开招投标，县
纪委、检察院、财政局全程监督，杜绝“暗箱
操作”。通过公开招标让施工能力强、社会信

誉好的企业参与网化工程建设，要求具备公路
工程建设三级以上资质。而且要求质监人员现
场督导，从源头上严把石子、沙子和水泥材料
质量关，未经检验合格的材料不得进场。同时
实行“政府监督、社会监理、企业自检”三级
质量保证体系，县交通运输局工作人员、乡镇
领导干部和村代表对工程全天候、全过程、全方
位监督，最大限度地保证工程质量，发现问题立
即叫停返工整改，绝不允许进入下道工序。并且
建立了网化工程专用账户，专项核算、专款专用，
及时公开资金使用情况，审计部门跟踪审计，确
保管好、用好，建设廉洁工程。

据了解，网化工程实施两年来，济阳县交
通运输局倾力投入，从勘测、立项、设计到项
目实施，从进度、质量、安全监管到竣工验
收，足迹遍及全县的村村落落。自2013年以
来，济阳县完成投资2 . 92亿元，建设农村公路
481 . 8公里。截至目前，全县农村公路通车里程
达1857公里，公路密度达190 . 24公里/百平方公
里，建设成了以济阳县城为中心，以国、省道为框
架路，“八纵六横、六射一环、内通外接、干支相
连”的农村公路网，形成了15分钟登机，20分钟入

市，三小时出港的公共交通运输网络。
四通八达的城乡交通网络，为济阳县经济

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力支撑。旺旺食品、达利食
品、上好佳物流、丹夫食品、统一食品、沐阳
实业等一些“农”字号龙头企业达25家，液压
升降平台企业达到432家。去年以来，新发展市
级示范性家庭农场5家，新认定市级以上农民专
业合作社18家、农业龙头企业5家、新增奶牛
3031头，新增瓜菜大棚规模片区51个、市级以
上蔬菜标准园6处、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5个；
每逢节假日，来自济南以及周边城市的游客纷
至沓来，采摘新鲜瓜果、体验农村生活，品尝
家庭美食，自助游，自驾游成了农村公路上的
一道靓丽风景线。

农村公路的快速发展，在拉近城乡距离的
同时，也为城乡一体化发展铺出了一条便捷的
通道，农村路网的升级，也进一步为美丽乡村
建设“锦上添花”。村级公路网化工程对切实
推进农村地区环境改善、乡村环境整治和路域
环境治理有着积极的意义。

济阳县在实施村级公路网化建设过程中，
本着村外一路两沟,村内全部修建下水道,建成一

条，美化一条、管好一条的原则，积极推进建
管养一体化。各镇（街道）按照“一路一景、一路一
特色”的标准，本着美观、经济、因地制宜的原则，
实现了分层次绿化；实行了集中生产与分散施工
的养护管理模式；设立了警示桩、警示墩、标识标
语等安全配套设施，真正实现了“畅通、安全、舒
适、美丽”的农村公路交通行车环境。

“县道县建县养、乡道乡建乡养、村道村
建村养”和“谁受益，谁养护、谁管理”这是
济阳县管养体制一项新的创举。济阳县制订出
台了《济阳县农村公路管理养护工作实施意
见》，明确了每一条道路的所有权，落实了建
设和养护主体，农村公路养护管理工作基本进
入规范化管理轨道。据济阳县交通运输局分管
公路建设负责人介绍，在村路建设高潮期过
后，管理养护的任务倍加重要，也是保护建设
成果的长远之举和职责所在。下一步，济阳县
交通运输局将继续深化改革，使建管养运走上
健康发展的轨道。

如今，济阳全县村级公路从点到线、从线
到网，从村头到田间，从大棚到果园，改变着
济阳人民的生产和生活，一条条身披靓装的农
村公路，正日益彰显着奋发向上的勃勃生机，
厚载着对新农村建设的执着追求。村级公路，
已不仅是连接城乡的桥梁，更是群众奔向致富
的大道，它为济阳全县新型农村建设插上了腾
飞的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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