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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杨 辉

□ 本报记者 常 青

山东省委、省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四好农村路”重要指示精
神，坚持把农村公路发展作为交通惠
民、让农民群众共享交通改革发展成果
的实际举措。遍布农村的一条条“幸福
路”，一头聚起人气，一头聚起财气，
连接起了山区人民与外面的世界，也在
党群之间架起了连心桥。1月23日—24
日，记者跟随中央媒体团来到临沂市费
县、蒙阴县调查采访，探寻老区人民在
路上收获的满满幸福感。

以路便民

把路修到田间地头
大田庄乡周家庄村位于临沂市费

县，地处蒙山深处，大部分村民以种植
果树为生。以前由于恶劣的交通条件，
村民只得长途跋涉去县城卖货，乡村路
上的坑洼和泥泞令百姓苦不堪言。“有
一次，我早晨4点就骑着自行车去临沂卖
西瓜，因为不舍得在临沂住宿，西瓜也
不敢要价，收入不理想，回到家就晚上9
点多了，累得腰酸腿疼，当时我就想什
么时候能修好路啊。”该村村民张宝珍
说，没想到没过几年，村村通，户户通
就修到了村里。她平时可以开着车去地
头，不但方便了果园的管理，还节约了
果品运输时间，保证了质量。

路的畅通，让校车和急救车都开进
了村里，孩子上学有了安全的出行方
式，村民的治病就医有了交通保障，老
百姓骑着自行车、摩托车、开着小汽
车，再不用受尘土、泥水之苦。更方便
的是现在公交车也能开到了村头，老百
姓走亲访友、上街赶集都十分方便。

周家庄村只是我省全面建设“四好
农村路”的一个缩影。据了解，截至
2017年底，我省农村公路总里程达24 . 3
万公里，行政村通沥青（水泥）路率达
99 . 99%，基本形成以县道为骨架、乡道
为支线、村道为脉络的农村公路网络体
系，实现了与国省干线公路以及城市道
路的有效对接互通，为农村经济社会发
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和保障。为全面
完善农村公路网络体系，自2011年起省
政府在全省启动开展了村级公路网化示
范县活动，重点打通村级断头路，实现
村与村必要通达和每个行政村或社区硬
化1—2条穿村公路，目前累计完成74个
示范县创建，改造村级公路3 . 7万公里，
投入资金185亿元。2016年，又将全省剩

余有需求的42个县（市、区）全部纳入村级
公路网化实施范围，计划到今年底，再建
设改造村级公路1 . 2万公里，投入资金
68 . 6亿元，实现农村公路网化全覆盖。

以路富民

发展多种生财之道
路通了，带来的还有新思想、新的

增收渠道。临沂齐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负责人闵超从2009年便开始在老家大田
庄乡黄土庄村创业做电商，恶劣的道路
条件起初阻碍着他的事业发展。2014
年，伴随着新路的修成，山里的时令水果
能够及时地送到客户手里，闵超的店铺销
量有了大幅提升，每年的营业额实现了翻
番式增长。“企业慢慢做大了，我们还与部
分村的贫困户签订了农产品保护价收购
协议，保证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回收他们
的产品，希望通过电商带动更多的家乡
父老脱贫致富。”闵超说。

一条路带来了新商业，新商机召唤
回了更多年轻人。蒙阴县岱崮镇小伙魏
长诚是个90后，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去
深圳打工，一次过年回家他看到村里的
路通了，村里的生鲜蔬菜有了便捷的运
输条件，便决定和村里的伙伴们一起回
乡创业，如今魏长诚的电商公司生意兴
隆，产品远销北上广，年收入过百万
元。“路修好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
到了家乡自主创业，不用在外奔波，收
入也很可观，能够陪伴父母，还能为家
乡作贡献，何乐而不为呢。”魏长诚

说。
便捷的交通也为老区旅游事业的发

展带来了商机。如今大田庄乡周家庄村
西边有一家名叫紫藤山庄的农家乐，能
吃能住还能体验乡村生活。老板张宝华
告诉记者，现在村里的路基本上都硬化
了，村子成了远近闻名的旅游景点，来
自济南、青岛甚至河南、河北的游客都
来到他的农家乐休闲娱乐，现在全年能
接待1万多人次，年营业额达到160万
元。“现在村里有农家乐20多家，农家
宾馆40多家，一年能接待游客20万人
次。不仅年轻人回来了，很多在外打工
的中年人也回来了，老婆孩子热炕头也
能赚不少钱啊。”张宝华洋溢着幸福的
笑容说。

以路护民

出行安全更有保障
农村路的修建时刻为百姓的生命财

产安全保驾护航。由于地形特殊，蒙阴
县岱崮镇茶局峪村2004年前只有一条
2—3米宽的土路，不但制约了村民的生
产生活，还对村民的出行安全造成了极
大威胁。“过去总能听见村里的谁谁出
去送货的时候掉到沟里了，冬天天冷路
滑不小心就出溜到沟里的事。”该村村
民张光亮告诉记者，附近几个村的村路
两侧基本都是10米的大深沟，没有任何
遮挡，很容易发生事故。2014年，随着
村村通，户户通的修建，道路都安上了
护栏，这几年村里掉钩里的事再没发

生。
我省像茶局峪村这样的危险地段还

有很多，容易出现道路安全事故，对村
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威胁。针对如此
现状，自2015年起我省开始组织实施公
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集中消除农村公
路 安 全 隐 患 ， 着 力 构 建 安 防 “ 一 张
网”。全省各级党委、政府均将防护工
程作为稳增长、惠民生的重大民生工
程，采取了动员会议、调度座谈、现场
督导、考核公示、约谈问责等一系列工
作措施，省交通运输厅实行厅领导包市常
驻、现场督导，全省形成了“政府主导、部
门联动、行业实施”的工作格局。目前，全
省农村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累计完成
投资49 . 4亿元，完成县、乡公路安全隐
患路段整治4 . 09万公里，比国家目标要
求提前4年完成任务。

一条条“四好农村路”的修建，为
村民带来了人气、财气，带来了安全与
幸福感，也在不知不觉间凝聚起了党群
间的向心力。费县大田庄乡党委书记赵
峰认为，沂蒙山区的“四好农村路”就
是干群之间的连心路。随着“四好农村
路”作用的不断发挥，党群间的感情不
断升温，距离也逐渐拉近，逐渐形成了
全民养路、全民护路的良好局面。山东
省交通运输厅厅长江成表示，“四好农
村路”的修建对于老区人民致富奔小康
具有极其重要的政治意义与现实意义，
今后省交通运输厅将尽全力推进我省农
村路的建设，养护、运营及维护，让农
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落到实处。

□记者 常青 吴荣欣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近日，山东高速股份有

限公司撤销省内8家高速公路运营管理分公
司，原各分公司下属的路政大队、养护
所、信息管理分中心分别更名为路管分中
心、养护分中心、信息分中心，与收费
站、隧道管理所一并作为独立的基层管理
单位，由总部收费、路管、养护、信息4条
业务线垂直管理，开创了全国首家由总公
司直管到收费站等一线业务单位的二级直
管模式。

据了解，目前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
运营管理的高速公路总里程为2137公里，

其中公司所辖自有路桥资产里程1071公
里，受托管理山东高速集团所属的路桥资
产里程1066公里，是目前全国同行业运营
里程最长的路桥上市公司。

通过“轻体瘦身”实现降本增效，山
东高速十年前便已破题。“高速公路有明
显的区域化运营特征，国内省级高速公路
运营企业多采取‘总公司—分公司—管理
处—收费站’的四级管理体制。”山东高
速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山东高
速早期也是采用这种四级管理体制，2007
年，在撤销原管理处基础上成立分公司，
增强了干部员工企业意识和市场意识；

2012年，实行“一路一公司”管理模式改
革，实现了路网资源的有机整合；2014
年，实行“12310”管理模式改革，即1个
分公司平均辖200公里，标配2名领导干
部、3个职能科室和10名管理人员，大幅精
简了运营机构和机关人员。如今，分公司
这一层级被全部撤销，二级管理模式一步
到位。“减少一个层级，原来分公司的职
能上交下放，激发出新的活力和动力，有
助于公司持续快速稳定发展。”这位负责
人说。

这种扁平化的管理模式将为企业发展
腾出更多时间与资源。“目前公司发展已

经涉及新能源、金融等产业，今后将主要
发展主营业务产业链上的相关产业，用投
资收益增量弥补路桥收益缺口，实现企业
的新旧动能转换。”山东高速有关负责人
表示。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正在实施智慧
高速建设，开发运行了收费值机系统、路
政综合管理系统、养护检测与决策系统
等，用信息化手段解决空间和效率的问
题。未来，将建设大数据汇融处理平台，
实现数据可视化和业务协同，提升日常运
营管理智能化、信息化水平，最终实现
“云上山东高速”的目标。

□记者 胡勤伟 通讯员 张建华 陈得印 报道
本报济宁讯 近日，从济宁市召开的全市交通运输工作会

议上了解到，2018年，济宁市将以深化交通运输领域供给侧改
革为主线，着力推进干线公路“联通”、航运网“贯通”、农
村公路网“畅通”、城乡公交网“扩通”、民航网“互通”、
邮政网“融通”的“六通”交通建设，推进交通强市建设，为
济宁市加快实现全面建成小康、全面转型振兴奋力先行。

2018年，济宁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计划投资70亿元。其
中，干线公路项目计划投资55亿元，港航项目计划投资10亿
元；场站及农村公路建设计划投资5亿元。港口吞吐量达到
5945万吨，水路客货运量分别达到313万人次和4429万吨。民
航旅客吞吐量确保110万人次。邮政业务总量计划完成27亿
元。全面推进智慧绿色交通取得新进展，安全生产形势保持持
续稳定，行业文明创建取得新成效，人民群众对交通运输行业
的满意度进一步提升。

其中，济宁市交通工程“六通”建设成为亮点，也是促进
济宁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抓好干线公路“联通”，着力构
筑大路网；抓好航运网“贯通”，构筑水运大通道；抓好农村
公路“畅通”，铺筑民生致富路；抓好城乡公交网“扩通”，
进一步扩大城乡公交通达率和覆盖面；抓好民航网“互通”，
实现与全国主要城市航线的互联互通；抓好邮政网“融通”，
推进市县乡村快递融合发展。

□陈正国 刘洪涛 报道
本报鄄城讯 1月21日上午，在鄄城县彭楼镇匡庄行政村

后杜庄，担任该村“第一书记”的鄄城县交通运输局干部宋
先涛，正在指挥着工人安装太阳能路灯。

据了解，鄄城县彭楼镇匡庄行政村和北高庄行政村是鄄
城县交通运输局“第一书记”的帮扶村。为了让两个村的群
众过一个欢乐祥和的新春佳节，鄄城县交通运输局决定投资
6 . 3万元，为两个帮扶村安装太阳能路灯130个，其中匡庄行
政村70个、北高庄行政村60个。

□田源 刘宁 报道
本报济宁讯 新年伊始，在由山东葛洲坝枣菏高速公路有

限公司投资建设的枣菏高速公路南四湖特大桥工程建设工地
上，虽然湖风凛冽，工人却忙得热火朝天。在跨京杭运河主航道
桥桩基施工现场，山东高速路桥集团枣菏高速项目部副经理朱
兆同介绍，这些桩基是采用旋控钻机进行挖掘施工的，不仅挖掘
速度快，泥浆排放量还少，且产生的废水、泥浆等废料要运出微
山湖区，统一处理，确保“绿色施工”。

南四湖特大桥是山东最大的跨湖大桥，也是唯一一座跨越
省级自然保护区的特大桥。主要跨越白马河、京杭运河主航道
和京杭运河西航道，全长9889米，采用双塔斜拉桥、预制小箱梁
和混凝土连续梁等结构形式，全桥由4座引桥、3座航道桥和1座
互通主线现浇连续箱梁桥，共计8座桥跨组成，桥梁共58联，265
孔。不仅桥梁线路长，而且情况复杂、施工难度大，环保措施至关
重要。据悉，山东路桥项目部在进场前，根据最新的环保和湖区
施工要求，全线严格落实现场环保要求，减少废水排放，实现场
站全硬化、物料全覆盖运输，按要求施行洒水降尘作业，料场、拌
和站等全部实现全封闭作业，确保整个工程“绿色施工”。

另悉，南四湖特大桥在设计上就体现出桥与湖融为一体绿
色环保理念。其中，跨京杭运河主航道210米的斜拉索桥，两
个主塔塔顶都是荷花造型，与湖面荷花遥相呼应。建成通车
后，大桥成为微山湖一道亮丽的风景。

在党群之间架起连心桥

让老区人民收获幸福的“四好农村路”

山东高速所属收费站收归总公司直管
全国首创＂总部—收费站＂二级直管模式

南四湖特大桥工程
多措并举绿色施工

济宁交通着力推进“六通”建设

鄄城交通“第一书记”
为帮扶村“送光明”

□资料图

□通讯员 张剑 报道
本报莒南讯 “大爷您好，又来看您了，最近生活咋样？”1月

22日，在莒南县文疃镇银子窖村吴修顺老人家里，山东交通技师
学院副院长解耿品询问老人的生活状况和身体状况，并为老人
带来了棉被、食品、学院教师写的对联等慰问品。

当日，该院部分干部职工来到该院“第一书记”帮扶的银
子窖村，为村里的108户结亲连心户带来了新春的祝福和慰问
品。去年以来，银子窖村在“第一书记”帮扶下，乡村大舞台
建成投入使用，建起葡萄大棚，上了光伏发电项目，流转了50
亩土地用于柱状苹果、丹参种植。

山东交通技师学院
到帮扶村“走亲戚”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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