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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好农村路，建
好是基础，管好是手
段，护好是保障，运
营好才是目的。

而运营，既需要四通八达
的路，也需要专业化的车。此
前多年，我省农村交通运营自
发形成了多种模式，梳理一下，
大多存在“小、散、弱”等问题。

疏解昔日运输“堵点”“痛
点”，我省从实际出发，探索制定
符合乡情、村情，并与优化城镇
布局、农村经济发展和广大农民
安全出行相适应的运输模式。

伴随着一条条四好农村
路通村畅乡，农村客运网络也
在升级。城市公交线路向村
镇延伸，客运班线向区域公交
发展，农村客运微循环更通
达、顺畅。

人们行有所乘：高品质、高
舒适度的客运车辆使农民进城
容易了，市民下乡便捷了。

货物“跑”得更快：“交通+
快递”打通了“工业品下乡”“农
产品进城”的双向流通渠道。

乡村增加“颜值”：伴随畅
达的路网，游客络绎不绝。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农村路
在成为民生路的同时，也在变
身产业路、致富路、旅游路。

请看本报调查——

提要

引子

从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到
出门水泥路、抬脚上客车，仅是一条
路、一趟车的距离。

对此，盘锦市大洼区石庙子镇
石庙子村村民刘国忠感受颇深。“家
门口开通了大洼到北窑的公交车，1
元钱，可投币，能刷卡，太方便了。”
刘国忠竖起大拇指，这样的出行条
件，以前想都不敢想！

全省各地，村路硬覆盖，村村通
公交已不是新鲜事儿，这样便利的
出行条件，也让更多村民搭上入城

“快车”，加速城乡一体化进程。“咱
村村民到市内打工，都坐 381 路公
交车。”沈阳市沈北新区兴隆台街道
孟家台社区居民温英武说，出行方
便，也激发了大家进城打工的热情。

时间倒退几年，农民出村可不
像现在这样容易。农村公路或没有
硬化，或因重载车辆通行、养护管理
不到位等因素影响，多存在路面破
损、通行能力差等情况。再加上运
营车辆数量少、车隔长、故障多、不
准点等原因，很多村民不愿意往外
走。遇上着急事儿，更不敢坐客车，
怕耽误事儿。

人走不出去，信息“走”不进来，
“封闭”的乡村，发展受限。

变化始于修路，始于客运交通
的改善。路通了，车来了，加速了城
乡间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的流通。

修一段公路，也为乡村开了一扇致
富门。

“这条路，成了附近村庄的致富路。”庄
河市塔岭镇副镇长赵正东这样评价塔石
线，“来宝沟村、朝阳寺村、福宁村都受益。”

驱车沿塔石线到来宝沟村，远远望
去，蓝莓种植大棚鳞次栉比。

“部分蓝莓已经进入盛果期，下果旺
季时，采购商和运输车辆进出无障碍，这
可多亏了门前的这条路。”大连来宝现代
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春日感叹道。

来宝沟村，在庄河市最北端，翻过山
就是岫岩满族自治县，只有门前一条路
供当地人进出，人们形象地将这地势称
为“葫芦口”。使用多年，路多有破损，运
输车辆颠簸，蓝莓损果率高，好容易运出
去的蓝莓，因表面的果粉损失惨遭折
价。“好东西卖不上好价钱，吃亏！”回忆
过去的情形，李春日仍感到惋惜。

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崭新的柏油路修
到村里，连采果后进冷库的必经之路也硬
化得平平坦坦，蓝莓身价不再因路不平而
打折，当地人的蓝莓种植热情越来越高。

不仅来宝沟村，依托这条“致富路”，朝
阳寺村家家都在发展项目，养蚕、种榛子，
特色经营让当地人的日子越来越红火。

“要不是修路，咱这儿的好东西根本
运不出去，也不能建特色园区，大伙儿还
得苦巴巴地过日子呢！”在蓝莓基地打工
的来宝沟村村民蓝淑和由衷地表示。

改变的不止这些，四通八达的农村
路网，也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庄
河市大营镇四家村，歇马山庄火爆迎
客。驱车上山，一步一景，秀美风光与特
色民宿、温泉资源相得益彰，吸引了不少
来此写生的人记录美景。

“我们这儿风景好，歇马山峰顶还有
马蹄印，有景有故事，是天生的旅游胜
地。”大营镇副镇长宋元杰表示，但在以
前，因为山路不好走，别说游客出入，当
地村民出入都成问题。“不管穿什么下
山都是一身土，当地女孩儿都往外嫁，小
伙儿都娶不上媳妇。”

路直通山顶，车辆出入方便了，旅游
资源盘活了。林家大院是当地有名的农
家乐，每逢周末不提前预订，想进门有点
儿难。“多亏修了路，来来往往的人多了，
对吃住有需求，我家正好干起了农家乐。”
林家大院“掌门人”李桂莲高兴地说，有了
旅游资源，咱们的日子也越过越红火。

游客多起来，民宿跟上来。当年无
人问津的农家院，如今已价值百万。

为景点服务的配套设施在跟进。塔
石线上建起了福宁服务区，像高速公路
服务区一样，供来往游客歇脚。同时备
有简易针线包、医药箱、充电器、饮水机
等，为游客服务。

沈北新区不断完善旅游客运网络，
18条线路串联起沈阳国家森林公园、沈
阳稻梦空间稻米文化主题公园、沈阳怪
坡风景区等精品旅游景区景点，辐射乡
村民宿和旅游农家乐63家、农村休闲采
摘园 70 家。畅、洁、绿、美、安的百里精
品旅游线路和生态文明景观带，聚了人
气，带来财气。

不让任何一个地方的发展因交通掉
队，辽宁人信心十足。

本文照片由本报记者李越摄

密路网强服务 激活沉睡资源

农村客运，连接城乡，却面临着“小、散、弱”等问题

畅通微循环 乡村“好运”来
本报记者 李 越 孙大卫

提起农村道路运营，此前诟病
不少。经过多年“自由”发展，自发
形成了不少客运班线，又因村民居
住和出行习惯不同，线路“冷”“热”
并存。同时，农村运营班线淡旺季
明显，逢年过节人多，平时人少，客
流不稳定，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运
营企业对班次的调配。

“人多时上不去车，人少时车
沿途揽客、干等不走。不准时准
点，谁敢坐！”采访中，多地村民如
是说，车辆不仅老旧、舒适度低，还
经常抛锚。

与此同时，运营企业也有难
处。农村客运距离短，票价低，客

流不稳定。尤其是现在私家车、电
动车普及推广，农民出行呈现多样
化趋势，这给客运企业带来很大冲
击。客源不佳，运营难以为继，企
业运营积极性不高，迫于成本压
力，不得不相对或变相减少运营班
次，更别提更新车辆了。多名农村
客运班线负责人表示，“单靠自身，
没有补贴，线路基本不会盈利，难
以良性运转。”

如何破解农村交通运营供需
双方的矛盾，需要勇气和智慧。
四好农村路建设，恰如一把开锁
密钥。我省坚持“城乡统筹、以城
带乡、城乡一体、客货并举、运邮

结合”的总体思路，加快完善农村
公路运输服务网络。强化农村公
路运营监管，加快淘汰老旧农村
客运车辆，根据各行政村人口分
布情况、经济发展水平，选择合适
的车型，并全面提升客车性能。
强化司乘人员的安全培训和教
育，提高从业人员素质。在城镇
化水平较高地区推进农村客运公
交化，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在镇域
内发展镇村公交。因地制宜选择
农村客运站点，充分听取群众意
见。

实打实的举措，让已有线路更
加规范地运营，也增强了运营企业

信心，催生了新线路。
在沈北新区蒲昌路，沈阳北兴

客运站已成为区域居民“走出去”
的枢纽站。从这里上车，可到通
化、白山、集安、鲅鱼圈、新宾满族
自治县、桓仁满族自治县等地。

车 站 新 ，车 况 好 ，还 可 通 过
APP在线订票，查询发车时间……
延伸服务也不少，提供汽车租赁、
周边旅游直通车、校园直通车等，
给人们出行多样化提供选择。“汽
车干净宽敞，准时准点，司乘人员
服务态度好，咱老百姓出门，心里
敞亮！”沈北新区兴隆台街道孟家
台社区居民金文财说。

新线路新服务 运营提档升级

天寒地冻，但孟家台社区居民
孙淑媛的出行热情挡也挡不住。

“柏油路修到家门口，公交车和小
公汽到点儿就来，想上哪儿抬腿就
走，咱村人的出行可比以前方便多
了。”12月初的一场大雪过后，孙淑
媛带小孙子在家门口的公交站点
等车，“要到市内买东西，在过去这
天儿可不敢出门，现在车多还方
便，进城没障碍。”

同样，家住沈阳市内的杨洪
军、冯淑英老两口，也切身感受到
了城乡交通一体化带来的便利。

“以前来沈北新区串门，感觉这儿
环境好，再加上便利的交通，我们
干脆把市内的房子租了出去，到
孟家台社区来租房住。”冯淑英
说，想回市内的话，抬腿就走，方
便极了。

更 多 运 营 车 辆 跑 到 村 民 家

门口，打通村民出行的“最后一
公里”，我省各地加大力度完善
农村客运网络体系建设，提高城
乡客运网络覆盖广度和深度，并
因地制宜推进城市公交线路向
镇村延伸。

以沈北新区为例，近年来大
力发展城市公交，推动客运班线
向区域公交发展。已打造连接沈
阳市内城区母城、区域运营常规
公 交 、区 域 微 循 环 公 交 线 路 40
条，农村道路客运班线 37 条，农
村客运班线中拥有公交化运营线
路 5 条，全区已实现村村通客运
班车。

不只沈北，全省各市都在加快
城乡交通一体化建设步伐。庄河市
已有农村客运班线 108 条、农村班
车246辆，实现日发472班次。抚顺
县乡镇行政村班车通达率达100%，

年客运量达189.8万人次。盘锦市
大洼区大力推进农村客运公交一体
化改造，发展“镇村公交”，各行政村
已全部通公交，城际、城市、城乡、镇
村四级道路客运网络逐步完善，人
们出行方便快捷。

“大洼到北窑这趟车刚开时间
不长，但乘客不少。”公交司机蔡国
林说，农民普遍反映，有了公交车，
外出办事效率高多了。

城乡交通一体化，不仅方便了
农民进城、市民下乡，也让货物运
输“跑”得更快。工业品下乡、农产
品进城、电商进村、快递入户等运
输服务，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提供
了有力保障。

全省各市也在结合自身实际，
打造特色物流网。

抚顺县整合邮政、快递、供销
网点及农村物流经营者等各方资

源，打造农村物流三级网络体系，8
个乡镇邮政支局和28家物流企业、
95 个村级物流网点构建了看不见
的“交通网”。

盘锦市完善快递服务网络和
终端建设，利用邮政、金社裕农、
连锁超市、农村综合服务站等网
络资源，探索建立农村末端公共
平台，健全区、镇街、村快递服务
体系。

沈北新区实施“交通+快递”下
乡战略，大力实施“村村通快递”工
程，让生产生活资料进城下乡便捷
高效。

庄河市形成了以快递配送中
心、农资配送中心、21 个乡镇连锁
配送点、205 个行政村连锁放心店
为网点的农村商贸物流三级网络
体系，并成立了专业的城乡物流车
队，实现了人畅其行、货畅其流。

进城方便下乡易 村里能刷IC卡

盘锦市大洼区石庙子镇石庙子村开通了公交车。 在沈阳北兴客运站，乘客正在排队安检。

辽宁村路系列调查（下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