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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村庄吗？平坦、整洁的柏油路在延
伸，村里村外顺畅通达，道路两旁绿树婆娑、
果实摇曳，绿地、小广场、健身器材不时可
见……晚饭后，人们来到健身场所，唱歌、跳
舞、健身，越来越注重“精神世界”和“文化
生活”……

这确实是村庄。以前只有城市才标配的
“场景”如今在乡下早已司空见惯，“全省村
级公路网化示范县”创建的硕果正引领着峄城
乡村发生由“面子”到“里子”的多元蝶变，
1141 . 5公里的农村公路，百平方公里达201公里
的公路密度，位居全市第一的每万人34 . 2公里
的公路拥有量，还有高速公路、国省干线、农
村公路纵横交错、外联内畅的“大路网”，正
生发、汇聚着新的生产力，延展为新农村建
设、城市转型的热切力量……

路网，亮了一片景

提到峄城村级公路网化带来的变化，不能
不提到国家AAAA级冠世榴园景区的绿道———
榴花路。自然环境的景观之美和乡村公路的生
态之美相得益彰，成为全省村级公路网化示范
县道路建设的一个“经典”。

榴花路30多公里，在冠世榴园的前襟东西
贯通。这条绿道上，五月榴花红似火，八月石
榴万盏灯，路域环境美不胜收，为冠世榴园聚
来了更多的“旅游人气”。当地果农还在榴花
路绿道沿线建了生态茶庄和生态农庄，开设了
休闲游自然集散点、露天有氧运动健身点等，
供市民和骑行者在运动间隙休憩观光。

如果说榴花路是为冠世榴园“锦上添花”，
那么“枣花路”则是为阴平枣园“雪中送炭”。
阴平枣园占地3 . 2万亩，有枣树近256万株，其中
超过200年树龄的枣树有5000多株，被认定为“有
机产品”和“无公害大枣生产基地”、国家“地
理标志证明商标”。多年地处山中，不好进、不
好出，买难卖难。网化示范县的深入创建，依山
就势修筑的“环园路”、“盘山路”把枣林与外
界贯通起来。路好了，大红枣的价格也上去了，
前来观花赏景、领略人文自然的也多了。金秋九
月，斜屋、黄崖、石头楼等枣园村，前来采摘的
城里人络绎不绝，私家车在这里排成了队，形成
了远近闻名的大枣采摘园，与峄城石榴采摘园
“双蒂并开”……

蓝天下织网，绿野里穿行。一条条形如绿
色彩带的各等级公路在635平方公里的榴乡大地
上穿梭织网，把城、镇、村贯通起来，把星罗
棋布的石榴园、枣园、核桃基地、古运荷乡、
坛山森林公园、仙人洞景区连接出一种“大格
局”、“大风景”、“大气象”……

路网，富了一方人

随着村级公路网化示范县的创建，道路建
设的基础性、先导性、辐射性作用日益彰显，
这方土地、这方人在新的起点上，释放出精华
荟萃的新动能、新发展。

就拿榴园镇来说，网化示范县给这个镇带
来了越来越多的“利好”，王府山、和顺庄、
白楼、北孙庄等十几个以“石榴资源”做主业
的村不用说了，就是其他村，也因为这个“利
好”，“一村一品”发展起优势产业。王马山
口村位于榴园镇南部山区，以前只能通过绕行
山套里20多公里的崎岖不平的石头路通往山
外，公路修通后，行程缩短了一半，村民搞起
了绿色畜禽蛋养殖，由于新鲜、无污染运到城
里就是好价钱。在这个“利好”的辐射下，各
具特色的种植村、养殖村、农副产品加工村、
“农家体验”村也红火起来。在贾泉村，许多
村民说：“农村公路连成了网，连接着国省道
和高速公路，畅通、安全，环境好，游客乐意
来玩，对俺们来说增加一笔不小的收入呢。”
今年以来，榴园镇旅游人次已经超过130万，旅
游消费收入达到5 . 2亿元，直接带动当地群众人
均收入超过1 . 2万元。

值得一提的是，公路网化这个“利好”，

助推了榴园镇成功“加冕”第三批全国一村一
品示范镇。这个“加冕”，有力促进当地农业
组织化、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水平，培育
新型经营主体、创新农业经营体制，带动农民
增收致富。

幸福总是相似的，但各有各的精彩。借助四
通八达的交通网，峨山、吴林、阴平、古邵等镇
街依托核桃园、葡萄园、枣园和京杭大运河，加
大旅游产业开发，建成了集生态观光、休闲度假
于一体的旅游产业，每年吸引上万名游客纷至沓
来。今年前10个月，全区累计接待游客200 .95万人
次，实现旅游消费收入14 .88亿元。

路网，证了一个理

“抓网化示范县创建，关键要有‘问题意
识’和‘解题决心’，要以‘工匠精神’因
镇、因村、因路制宜实施好创建的‘输血工
程’，更以‘工匠精神’强化农村公路管养的
‘造血功能’，让网化示范的经济社会效益最
大化、持续化……”采访中，峄城区交通运输
局局长张峰动情地说着他的“创建理念”。

围绕这个“创建理念”，峄城交通人在网
化示范县的创建和管养中，“逼出”了一个又
一个“真招”、“实招”、“硬招”……

质量是项目建设的压舱石，如何确保创建质

量？他们以公开、透明、监督的“阳光”贯穿全
过程，落实“政府督查、法人管理、企业自检、
社会监理、群众监督”五级质量控制体系，推行
“建设计划、补助政策、招投标、施工管理、质
量监管、资金使用、工程验收”七公开制度，保
证了创建工程的廉洁、优质和高效放心。

农村公路“三分建、七分管”，如何在
“管”上下功夫？他们实施了养护管理一体化
和农村公路生命安全防护工程，实行“有机
构、有人员、有责任、有资金、有考核、有奖
惩”的日常管养“六有法”，实施交通工作与
镇街会商、县道委托镇街管养、农村公路路桥
身份证、路长桥长、日常巡查管养等20余项工
作制度，一丝不苟把责任落实到了每条路上、
每座桥上和每个工作人员上。还雷打不动地坚
持日常考、季度考、半年考和年底考相结合，
做到了平时跟踪、定时考评、及时公示，并将
考核结果与镇街农村公路管养“以奖代补”资
金挂钩，有效调动了方方面面的积极性。目
前，全区300多名养路员、100多名执法人员活
跃在农村公路日常养护管理的第一线，近1200
公里的农村公路得到了有效的日常管护……

培根说：“如果从肯定开始，必将以问题
告终；如果从问题开始，则将以肯定结束。”
正因为创建工作贯穿始终的鲜明“问题意识”
和坚决的“解题态度”，才使“建设一条、巩

固一条、养护一条、管理一条、畅通一条”成
为峄城农村公路日常管理的新常态……

路网，聚了一条心

道路建设，是真金白银的“含金量”和最
普惠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带给百姓的是沉
甸甸的“获得感”。

首先，网化创建改善了生产生活环境；而
环境的改善，又促进了思想观念的变化。思想
一变天地宽，人们追求新生活的想法油然而
生……于是，峄城区因势利导，深入开展城乡
环卫一体化、乡村文明行动和美丽乡村建设等
活动。过去的柴草乱堆、垃圾遍地、尘土飞扬
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优美整洁，村庄建了
“四德榜”、“文明画廊”、“孝文化一条
街”，有的村庄设立了文化小广场，村风村貌
焕然一新……

网化示范创建，缩短了城乡距离，方便了
城乡互动。委托上海同济大学在全市率先编制
了《峄城区城乡公交一体化规划》，逐步解决
群众从“走得了”到“走得好”。现在，最偏
远的山村通上了公交车，越来越多的村民可乘
公交直达市区和高铁站。峄城汽车站开通30条
长途客运线路、15条县际客运线路、16条公交
客运线路、4条县内客运线路，日均发送旅客
3600余人次，每万人公交拥有量高于全市的平
均水平。大公交、小公交开进了乡村、开进了
旅游景区、开进了工业开发区、开进了农业观
光生态示范园区、开进了群众致富的路上……

网化示范创建，对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也
是一次锻炼和考验。原来一些村民对干部有看
法，干群关系比较紧张，通过修路，群众看到
村干部跑前忙后，操心费力，怨气消了、气顺
了、劲足了，路成了干群心贴心的“黏合
剂”。在前两年村“两委”换届选举中，村民
把能否多修路、修好路作为选择村干部的一条
重要标准。

群众感情最质朴。网化创建中，许多村民
自发地为工程施工人员送水送饭；竣工通车的
时候，自发地敲锣打鼓、燃放鞭炮，热闹程度
不次于逢年过节。

“出门走油路，抬腿上公交”，“修好公
路人人夸，富了百姓千万家”……这是峄城新
产生的“歌谣俚语”。金杯银杯不如百姓口
碑，这弥足珍贵的无形之碑，是当地百姓对民
心工程、民生工程的由衷感激，也是对那些顺
民心、济民生的人和事的激励鞭策……

时间是常量，也是奋进者的变量。在新的
节点和历史窗口期回望“村级公路网化示范
县”的峄城实践，收获的是成功也是梦想；四
通八达的农村公路，提升的是形象也是境界；
在中国石榴城，延伸的是道路更是未来……

路，越走越好
——— 枣庄市峄城区创建全省村级公路网化示范县的“蝶变”

快速公交BRT加快同城化进程

村级公路网化向户户通延伸

安全生命防护工程让农村公路更安全

交通·农村公路特刊

□刘国磊

大道通，百业兴。历时四年多的建设，青
州市1700多公里的镇村道路改造全部完工，四
通八达的交通网络，处处映射着青州的激情与
活力，干净整洁的林荫小路，宽阔逶迤的通衢
大道，不仅给城市景观增添了亮丽风景，也改
善了区域的生态环境，带动了城乡经济的开发
建设，给周边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历
史赋予青州独特的地理优势和现代化的交通网
络，让青州成为山东对外开放发展的必经之
地。在青州转型发展的大背景之下，镇村道路
建设正形成一股强大的张力，交织成青州的民
生之路、发展之路、开放之路，不断拓展着青
州城区的新空间，引领城市发展的新方向。

深化改革，科学谋划破难题

青州市共辖8个乡镇、4个街道办事处和1个
经济开发区，镇村面积大，镇与镇之间大小道
路相互衔接，村与村之间羊肠小道交错相连，
全市县乡公路大部分为上世纪90年代末期建
设，路面破损严重，已经超过使用寿命，严重
影响了人民群众生产生活。面对市委、市政府
对农村公路建设的极大关注，广大群众对农村
公路建设的热切期盼，青州交通人不等不靠，
创新思路，举力夯基，闯关破难，实现了全市
农村公路建设的跨越式发展。

科学规划，破建设管理之难。2012年，市
委、市政府决定利用三年时间建设改造提升镇村
道路600公里，切实改善群众出行条件，下发青政
发【2012】10号《关于进一步加强镇村道路建设
管理的意见》，对乡道每公里补助50万元，村道
每公里补助20万元。2013年，青州成功列入全省
村级公路网化示范县建设单位行列，获得上级无
偿补助资金1 . 35亿元，用于解决群众出行的最后
500米和村内大街硬化问题，市政府成立了村级公
路网化示范县建设指挥部，制定下发了青政发
【2013】68号《青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建设全省村
级公路网化示范县的实施意见》，明确了网化建
设的工作任务：利用三年时间(从2013年至2015
年)，全部解决村级断头路问题，实现村主要街道
与邻近公路的连接通达；无硬化大街的村内建设
1-2条主要街道，实现村与村之间的必要通达；
完善农村公路绿化、安保、排水等配套设施建
设，切实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为居民出行
创造便利。青州人抓住这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
全市动员，齐心协力，攻坚克难，奋力争先。
2012年到2015年，青州市镇村道路建设三年迈了
三大步，总建设里程达到了1700多公里，是历史
上投入最大，建设工程量最大，群众满意度最高
的一项民心工程。随着农村网格化道路建设的逐
步完成，青州市公路通车里程达2506 . 1公里，其

中农村公路共2235 . 2公里，初步形成了以高速、
国省干线为主框架、农村公路为支线，连接城
乡、辐射周边、布局优化、功能完善的县级公路
网络，全市农村道路建设实现了历史性跨越。

攻克症结，破资金筹集之难。根据省交通运
输厅、省财政厅关于开展“村级公路网化示范县
活动”的相关规定，省财政对示范县每个行政村
给予12万元实施补助。项目开工前，建立了“财
政补、镇村筹、群众出、社会捐”的多渠道筹资
机制，各镇、街道、经济开发区借助“村级公路
网化示范县”项目的开展，加大对农村公路建设
的资金投入力度，切实减轻农民在修建农村公路
过程中的负担。同时，对资金实行“专人管理、
专户储存、专账核算、专款专用”，所有地方配
套资金全额存入市财政局网化工程专用账户；项
目竣工后，由交通局、督查局、财政局、纪委、
审计局等部门单位组成联合验收组，对项目进行
全面验收，当场出具结果。

大胆创新，破养护管理之难。对所有网化
项目严格按照省厅建设标准，在建好主体工程
的同时，对边沟、排水、绿化、安保及其他附
属设施加大工作力度，确保一次到位。为克服
重建轻养，切实提高公路使用寿命，保护来之
不易的建设成果，针对青州农村公路养护工作
实际，市政府不断总结考核经验，改进镇村道
路考核办法，细化考核重点，将考核的重点转
向对道路的挖补、保养、附属结构物及安保设

施等的考核，既提高道路建设技术等级又提高
道路安全等级。完善了“县道县管、乡道乡
管、乡村道路一体管、专用道路由用路单位
管”的管理养护体制，实现了“有路必管、管
必到位”和“镇镇建起养护站、村村都有养护
员”的目标。全市农村道路列养率达到100%，
县道、乡道经常性养护率达到100%，村道经常
性养护率达到90%以上，农村公路路基、桥隧构
造物、沿线设施等技术状况基本达到相关标准
和规范要求，路面技术状况得到较大改善。
2014年9月，青州又将农村公路卫生保洁推向市
场，实行市场化运作，出台了《干线公路保洁
服务考核标准》，对全市263公里县道及重点道
路进行全面保洁、养护，农村公路的经常性养
护率和经常性养护质量创历史最好水平，农村
公路市场化运作工作进展顺利，效果显著。

立志高远，实干巧干谋变迁

为谋求农村交通大变迁，市委、市政府召开
全市乡村公路建设会战动员大会，主要领导亲临
一线，靠前指挥，妥善处置，分管领导具体抓，
各牵头责任单位分工合作，协调配合，形成强大
工作合力。各镇、街道及时充实领导机构和工作
机构，形成了领导包靠、全民参与、决战公路建
设的工作格局，再次掀起农村公路建设大会战。

加强工程建设质量。始终坚持“规划先

导、因地制宜、量力而行、分步实施”的基本
原则。所有建设项目必须按照建设程序要求办
理施工图纸审批、安全质量监督、施工许可证
等相关手续，各镇、街通过招投标择优选定施
工单位，不暗箱操作和随意指定，参与工程建
设的施工、监理单位必须具备相关资质，乡道
施工、监理单位必须具有公路专业资质，村道
必须具有公路或市政专业资质。同时，市村级
公路网化建设指挥部提出了“三铁”的总体要
求，铁着面孔、铁着心肠、铁着手腕，抓住工
程质量的“牛鼻子”！按照这一要求，广大工
程技术人员与筑路大军一道摸爬滚打，一同奋
战在建设工地，用心血与汗水践行着青州交通
人“视质量为生命”的铮铮誓言。

加强工程安全管理。各镇、街道主要负责
同志拿出主要精力包靠这项工作。严把工程质
量和安全生产关，始终坚持把工程质量作为首
要目标和头等大事来抓，从严要求，严把“设
计关、招标关、施工关、质量监督关、内业资
料关”五个关口，对每一个项目都健全完善政
府监督、法人管理、社会监理、企业自检的四
级质量保证体系，市财政积极筹措资金，按时
按标准拨付，各级单位创新融资方式，拓宽筹
资渠道，确保配套资金足额及时到位，力争将
每一条农村公路都建成“长寿工程”，建成经
得起群众和历史检验的“放心工程”。

加强路域环境治理。为全面落实省交通厅

《关于认真做好第二批村级公路示范县建设工
作的通知》要求，真正实现建养齐驱，路域优
良的目标，市政府制定出台了青政发〔2014〕
28号《青州市农村公路路域环境综合治理实施
意见》，建立了“政府负责、部门执法、群众
参与、综合治理”的农村公路路政管理体系，
成立了路政执法大队，加大路政执法力度，始
终保持路面执法高压态势，严厉打击非法破坏
公路、超载超限运输等违法行为，确保农村公
路完好畅通。目前，已经对全市(8条国省道)、
19条县道进行了重点监控，实行常态化管理，
进一步明确了各镇、街道、开发区综合整治主
体责任，实现了农村公路“绿、洁、畅、美、
安”的建设目标。

以民为本，强基固本促发展

农村公路建设的快速推进，为富民惠民、
改善民生打下了坚实基础。一条条宽敞整洁的
农村公路直通群众心坎儿。水泥沥青路面、农
家院墙、产业基地，构成了亮丽的乡村风景。
从尘土飞扬的土路、泥道，到宽阔平坦的水泥
路、柏油路，从“步行进城”到“村口坐
车”，从“雨中等车”到“站中候车”，农村
交通翻天覆地的变化让农村群众喜上眉梢。山
东省委第六巡视组组长蒋文彩、山东省交通运
输厅副厅长于洪亮、潍坊市交通运输局局长张
兆平等领导也纷纷来该市进行调研，了解农村
公路建设情况并提出了合理化建议。各大媒体
对全市“网化”建设都作了专题报道。人民
网、潍坊新闻网也多次发表“网化”建设的文
章和评论。青州电视台作了多次农村公路“网
化”报道，并且制作了专题片，为“网化”建
设营造了良好的工作氛围。

青州的“网化”工程在为群众提供出行便
利的同时也为城乡环卫一体化打下了坚实基
础。走进青州乡村，道路干净整洁，盛开的月
季、大叶女贞等绿化树木参差错落，排水、防
撞墩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洁净优美的村容村
貌令人眼前一亮。普法宣传栏、图文并茂的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化墙俨然成为村内最美的
风景，一座座花园式的农村社区点燃了新希
望、带来了新梦想。

“要想富，先修路”、“公路通，百业
兴”，随着“网化”工程的全面实施，青州农村
公路路网进一步优化，通达密度不断提高，通行
质量大幅度提升，人民群众出行更加安全便捷，
城乡一体化进程明显加快，青州市农村公路建设
管理迈入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青州交通人用实
干、苦干让这一梦想变成现实，让93万城乡群众
走上了小康路，泥泞的道路一去不复返，宽敞明
亮的大道笔直地摆在我们面前，青州正在昂首阔
步走向新的更加辉煌的明天。

大道通衢，唱响百姓心声
——— 青州市农村公路路网优化提升谋新篇

绿化优美、安防设施齐全的村内大街

干净整洁的通村路

货畅其流的山乡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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