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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富，先修路。
村路连着农村

和城市，连着田间和
市场，是偏远山村摆

脱困顿和贫瘠，走向振兴和富
足的希望。

2019年，省政府工作报
告将修建农村公路列入十大
民生实事之一，重视程度可见
一斑。然而，想让村路走得
好、走得畅，却非易事。

近年来，我省农村公路发
展已进入大规模改造、维护、
管养、提升阶段，发展不平衡、
品质需要改善等问题制约着
“四好农村路”建设。

如何突破瓶颈，让村路建
得宽，管得好，养得美？

作为交通大省，辽宁正在
给出新的答案。

请看本报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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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近年底，入户工作也多了。
在宽甸满族自治县，开车下

乡，对杨木川镇人大主席团主席宋
考峰来说，可不像几年前那么打怵
犯难了。

过去，由于山路多、急弯多、道
路清扫不及时、安全护栏损耗严重
等问题，到了冬季，特别是雪天，开
车进村就成了一件“冒着生命危险”
的事。

现在好了，通过建设“四好农
村路”，农村的路不仅建得越来越
宽，养护得也越来越好，进村的路
和进城的路没有太大差别，去哪儿
开展工作都不再为路发愁了，不仅
安全性大大增强，工作效率也明显
提高了。

近年来，奔着“走得了”，农村公
路建设需求十分旺盛，但同时一些
地区只顾建设，缺乏管理意识、养护
资金、养护办法，距离“走得好”还存
在差距。

据悉，因为我省农村公路建设
发展起步较早，受当时资金、技术等
条件制约和周期、标准等影响，已进
入大规模改造、维护、管养、提升阶
段，农村公路“增量”考验与“存量”
问题并存、制度限制与操作需求差
异共生、县域财力匮乏与技术标准
提升矛盾凸显。

如何破解这些难题，我省进行
了有益探索。

俗话说“三分靠建、七分靠养”，对
于农村公路而言更是如此。但在实际
工作中，“重建轻养”却不在少数。

辽宁是交通大省，不仅铁路、高速
公路建设在全国处于领先，农村公路
建设也起步较早。但是受当时资金、
技术等条件制约和周期、标准等影响，
近年来我省农村公路已进入大规模改
造、维护阶段。

“想要做好养护，就要让专业的人
做专业的事儿。”省交通运输厅相关负
责人表示。

一想到村路，不少人最突出的印
象就是脏和颠簸。其实，这说明了其
中的两方面问题。脏说明保洁做得
不好，颠簸说明路况不佳，这也是非
专业养护和专业养护两种形式所对
应的重点。

所谓非专业养护，即大家印象中
保洁、植保等内容，而专业化养护则是
指路面、路基、护栏等路建有关的内
容，这两项工作需要区别对待。

在盘锦市大洼区的多个村屯，能看
见大型设备在路面进行维护。春天一
到，路边的野花盛开，树木茂盛，和路边
白色的民宿构成和谐恬静的画面。

每 7 公里就有 1 名专业保洁人员
对道路进行清扫，他们骑着统一的电
动清扫车，规范作业，和城里的环卫工
人没啥两样。

“这么专业的维保团队，看起来可
不像是村里或者乡里随便组织的，
是专业的吗？”记者不禁提问。

“这是我们专门聘请的北京京环
集团提供的优质服务。”大洼区交通事
务服务中心养护科科长张正的言语间
透着自豪。

“和这么大的公司签约，费用挺高
吧？”记者又问。

“我们一直在探索外包服务的模
式，但是由于资金有限，很多行政村只
能望而却步。于是我们就想出了打包
外包的办法。让相邻的村把经费集中，
和服务公司签约。面积大了，也方便对
方使用大型设备，其实和我们买东西一
样，‘批发购买’单价就低了。”张正说。

这个办法一下子让大洼区的村路
来了个大变样。以前照顾不到的死
角，现在都不存在了，村里有了垃圾
箱，就像城市里的小区一样，路边的植
物损坏了，都会被及时植保、补种。美
好的环境也为大家带来了实在的效
益，在大堡子村、石庙子村、王家村等
村镇，过去只能卖五六万元的房子，
如今三四十万元都买不到。到了旅
游旺季，路边连停车的地方都难找。

路不仅要美，更要通畅宽广。
在沈阳市沈北新区财落街道农

村公路养护管理站，宽敞的院落里停
着 3 台大型专业化的抢修车。内业
员管谡表示，对于在沈北新区的所有
专业维护工作人员而言，只要接到有
关道路维护的电话，必须第一时间进
行维修。

“现在要是路坏了，只要拨打电
话，小毛病半天、大毛病也就一两天，
肯定有人过来给弄得好好的。”沈北新
区兴隆台街道孟家台社区村委会主任
刘玉石说。

本文照片由本报记者孙大卫摄

集合力服务外包
养路更专业

作为乡村振兴的“动脉”，却一定程度存在“脏乱差破”现象——

农村公路 建养并重才能越走越宽
本报记者 孙大卫 李 越

四好农村路

农村公路建设要因地制宜、以
人为本，与优化村镇布局、农村经济
发展和广大农民安全便捷出行相适
应，进一步把农村公路建好、管好、
护好、运营好，逐步消除农村发展的
交通瓶颈，为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
提供更好的保障。

对于从小在海岛长大的庄河市
石城岛人秦红霞来说，现在的家乡
已和从前大不一样了。

小时候去上学，基本靠走，遇到
大风大雨的极端天气根本出不了
门。长大了，在岛上当老师，每天奔
波于几个村子之间，自行车陷入泥
坑、车胎被颠破也是常有的事。

现在，走出小岛多年的她再回
到这里，几乎家家开汽车，路面雨天
无积水、风天不见土，岛上到处是外
地游客的车，小岛变得美丽富裕。
秦红霞由衷地感到，变化来自脚下
的路。

不仅“走得了”，而且“走得好”，
和秦红霞有着同样感受的辽宁人可

不在少数。
盘锦市大洼区卜文种植养殖专

业合作社负责人张文，正打算趁着
农闲和家人出去走走。近两年收成
不错，大型收割机和货车可同时开
进稻田，不仅效率高还省钱。由于
交通便利，不少货主和物流公司都
愿意来这里收粮、收蟹。

“说起大洼的变化，最明显的就
是路越来越宽了。从最开始勉强过
一辆小车的土路，到现在能让两台
大型收割机错车的柏油马路，路宽
了，好像生活的出路也敞亮了。”张
文表示。

要想富，先修路，道理大家都
懂，但打造交错完善的农村路网却

非易事。其中，资金投入不足、不及
时、不到位等因素一直阻碍着建设
者的步伐。

“近年来，各级政府对于村路的
建设越来越重视。特别是2014年，建
设‘四好农村路’被提出后，省里财政
倾斜，各地区也竭力进行配套。”省交
通运输厅相关负责人表示。

年初至今，我省已经完成农村
公路新改建工程 4396 公里、维修改
造工程4501公里，全面完成“畅返不
畅”整治任务，提前并超额完成全年

“一事一议”村内道路建设任务。截
至10月30日，共完成6518公里村内
道路建设，超额完成18.5%。

农村公路不仅数量在增长，科

技含量也在逐步提升。
奔驰在沈阳市沈北新区尹石线

上，肉眼难以分辨其中一段9公里的
公路竟是由4种不同材料铺成。

“近年来，我们一直在探索什么
样的路面更适合农村，更环保节
能。”沈阳市沈北新区交通运输事务
服务与行政执法中心公路部负责人
孙守刚说。

这 4 种材料包括排污更少的温
拌沥青混凝土、侧重低温抗裂的
SBR 改性沥青混凝土、更加节能的
厂拌热再生沥青混凝土以及抗裂又
抗高温车辙的橡胶沥青混凝土。据
了解，目前这4种材料已经在全省农
村路面普遍应用。

优网格补短板 宽广平整“村村通”

路面是否有破损、路边是否有
占道情况、路边的树木维护保持得
咋样……从家里到村委会这一路，
抚顺县汤图满族自治乡占贝村党支
部书记于耀奎边走边记。

从 2017 年开始，于耀奎除了是
村党支部书记之外，还有了一个新
身份——占贝村辖区范围内 6.5 公
里村级公路路长，负责村级公路、桥

梁、附属设施、路容路貌、绿化和环
境卫生的综合管理，村路好坏将计
入他的年底绩效考核。

一进村口，就能看见一块蓝底
白字的公示牌，村里的道路基本数
据、投诉电话、管理人职务以及工作
职责，内容一目了然。村路不管有
啥问题，他都是第一责任人。

“以前是可管可不管，现在是不

管可不行。杂物、路肩绿植、是否有
超限大车经过……以前不走心的小
事，现在也变得了如指掌。”于耀奎
告诉记者。

从旁观者变成责任人，“路长
制”主要是针对农村公路无人重视、
少人管理的情况。

抚顺县是我省第一个在全县范
围内推行农村公路“路长制”的地
区，设立了县、乡、村三级“路长”104
名，制定了巡查、处置、督查、通报等
一系列“路长制”管理流程，各级路
长对各自负责的路段定期巡查。

“建设‘四好农村路’，管好是
关键，没有制度规范是不行的。原
本交通系统在县、乡都有负责同
志，但工作只停留在系统内部，能
力、人员都有限。现在通过‘路长
制’与相应行政机关的责任人挂
钩，与工作人员的年终考核挂钩，
效果哪能不好？”抚顺县交通局局
长刘志阳说。

今年，“路长制”已经在我省全
面推行，并在乡镇现有机构总量内，
明确乡镇承担农村公路养护管理职
能的机构。同时，在建制村建立农
村公路管理议事机制，明确村委会
成员具体负责。

“路长制”换来路长治，如今每
一条村路都有了专职的养护人员。

在责任人的带领下，大伙儿的
观念也在转变，当下每个村的“义务
路长”可不止一两个人。

大洼区石庙子镇的村民陈红，
如今每次出门都要仔细地观察那些
她从小看到大的村路、乡路。

“原来都是土路，数量也很少。
出个门，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脚泥。
现在不一样了，进城、送货、迎接游
客，出家门就是柏油路，要是有一点
儿闪失，影响的都是咱农民的幸福
生活。有关路的事儿，人人都得管，
都该管。”陈红说。

除了靠眼睛，我省还给路长加
了新设备。

抚顺县依托移动互联网技术创
建了“智慧路长”APP 平台，集道路
巡查、信息采集、应急处理等于一
体，所有管理人员通过一部手机即
可随时掌握、了解、处理各条路的养
护管理状况。同时，通过整合交通、
水务、矿管、环保、应急等部门监控
平台资源，全县 60 多个重要路段可
实现实时监控与管理。

记者了解到，目前这一方法正
在全省推广。

以“路长制”换路长治 从几人盯变大家管

词条

辽宁村路系列调查（上篇）

沈阳市沈北新区有了村路扫保队。庄河市的农村公路有了服务区。

蜿蜒的山路通向远方。省交通运输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