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麻城市

近年来，省交通运输厅坚持“四好农村路”示范创建为引领，持续开展示范
县、示范乡镇和“美丽农村路”创建活动，推动农村公路实现点线面协同发展，通
过资金奖补政策，全面激发各地“四好农村路”建设热潮。引导各地践行共同缔
造理念，率先在全国将村道纳入公路路政管理范围，创新推行“四好农村路”五
色图工作评价机制，实现共建、共管、共享。通过政策引导、资金奖补、示范引领

等举措，全面推行以全域公交物流快递进村、农村物流服务品牌等为主体的城
乡交通运输一体化示范县创建，不断降低城乡居民的出行成本。在荆楚大地
上，一个更加便捷高效的农村公路网络逐渐成形，为广大乡村带去了人气、财
气，也为党在基层凝聚了民心。有好路，农民出行更方便；有好路，产业发展更
优化；有好路，乡村振兴更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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铺就互联互通富民路 乡村振兴步入快车道
——“四好农村路”湖北省示范县巡礼之二

建设“四好农村路”是一项民生工程、民心工程，更
是服务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在谷城县，充分释放“四
好农村路”的综合功能、更好服务民生成为一大特色，
该县结合全域公交创建，加大“四好农村路”上的公交
班线投放密度。如今，一辆辆新能源城乡公交车驰骋
在谷城全县50余条线路上，偏远山区群众“出门见路、
抬脚上车”的愿景得以实现。

畅通、美丽，是“四好农村路”——马庙路的亮丽标
签。“每到夏季稻虾上市旺季，来往运输的车辆进不来、
错不开，堵得人心慌，现在好多了。”1月18日，谷城县
盛康镇镇长李盼对农村公路提档升级深有感触，她表
示随着稻虾产业路越修越多，路畅产业通，尤其是襄阳
市10大美丽农村公路之一的盛康镇马庙路提档升级，
群众出行更加便利的同时，也推动了沿线产业的发展。

马庙路穿过盛康镇双堰村。几年前，这里还只是
很窄的水泥路，不少路面还有破损，很大程度上影响到
农产品的运输。2023年以来，谷城以“四好农村路”示
范县创建为契机，深入实施农村公路改造工程，加快农
村公路网建设。产业要发展，交通需先行。该县交通
运输局会同有关部门筹资1200万元，将马庙路原有路
面由5米拓宽至8米，并提档升级进行路面刷黑。现
在，这条路正变身为当地村民的幸福路。沿路三个村
连片打造了1000亩油菜产业、2000亩稻虾产业、2300
亩茶产业、多处乡村景点和农家乐。2023年，双堰村
村集体经济收入达47万元，带动老百姓就近务工，户
均增收8000元以上。

近年来，谷城县整合资金21亿元，全面掀起“四好
农村路”建设高潮，先后建成樱花谷循环路、百花岛环
岛路、茶旅小镇研学路等1200公里的“旅游路”“资源
路”“产业路”，实施生命安全防护工程1250公里，进行
危桥改造81座，构建起便捷、普惠、安全、高效的农村
公路网络格局，实现了由窄变宽、由通变畅、由绿变美
的大幅提升，为农民群众打开了致富的大门。

截至目前，谷城县农村公路总里程达3755公里，
100%的行政村和20户以上自然村通硬化路，行
政村通客车率达100%。五山镇、城关
镇、盛康镇被授予全省“四好农村
路”示范乡镇称号，何湾线
被命名为“全省十
大 美 丽 农 村
路”。

城乡一体，高效率运营“便民路”。前面提到的马
庙路上，就行驶着众多“3”字头城乡公交。在盛康镇交
通综合服务站，76岁的村民吴道秀持老年卡，免费乘坐
310路回家。她高兴地说：“刚在镇上‘吃场子’，走了
亲戚，现在有了免费的公交车，经常去城里看女儿，活
动圈子大多了。”

有了好路，农民出行更方便。在庙子头村，党支部
书记李姣姣介绍，村里1700多人，老人占近四成，开行
城乡公交对村民来说很有幸福感，因此建了两个乘车
点。“可不，你看我老伴在县城打针，我可以坐公交天天
往返回家，照顾老伴和照顾孙子两不误。”一旁的村民
汤代群笑着说，前不久在他的建议下，公交公司在村里
新增一班。

2021年，谷城依托“四好农村路”提出城乡一体、
全域公交的发展理念，全力创建全省全域公交县。谷
城县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局长卢光文介绍，县里先后
筹措资金9287万元，用于车辆更新、硬件提档、设施升
级等方面，配置城乡公交车辆205台，其中新能源公交
车175台，公交线路通达全县所有乡镇和269个建制
村，实现了乡镇公交覆盖率100%、建制村93%的建设
目标，所有乡镇建成标准化综合服务站。

2023年8月，谷城县被交通运输部列入全国第三
批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示范县创建名单，11月被确定
为湖北省全域公交县，农村客运发展评价全省排名第
一。截至目前，全域公交已惠及谷城县60万人民，票
价平均降幅约50%，所有公交线路均对65岁
以上老年人等优待对象实行减免政策，
办理“爱心卡”“老年卡”5万余张，累
计免费乘坐171万余次，为
群众减免出行费用
700 余万元。

（冷俊）

寒冬时节，驱车行驶在保康县的“后花园”——官山
世外茶源盘山公路上，黑色沥青路平坦，彩色标线清晰，
沿途视野开阔，满山是青翠的茶园，一栋栋民宿掩映在
密林中。

串联千亩茶园的，是12公里长的官山世外茶源旅
游公路，5米多宽，围绕官山茶园盘旋而上，成为一道景
观。茶园的主人是湖北官山旅游度假区开发有限公
司。谈起旅游公路的变迁，公司财务负责人马红梅打开
话匣子：这里以前是3米宽的土路，不仅村民种茶不方
便，每到春天，大货车进不来，收购茶叶更麻烦，还要小
车转运到大车上。

从土路到双车道，再到黑色沥青路，世外茶源旅游
公路“三级跳”，也让官山旅游度假区开发有限公司茶叶
收入倍增，2023年茶叶产值达2100万元，还有部分茶叶
出口国外。通达便捷的“四好农村路”，融合茶叶文化和
官山美景，也让官山旅游兴旺起来。沿途可见，有了四
通八达的乡村路，深山千年古银杏树成为游客打卡点。

路修到家门口，深山中的“茶叶菜”也受到游客追
捧。在茶源酒肆，一盘盘带“茶”字的菜肴“飞”上餐桌，
有茶香菇、脆皮绿茶、茶水卤猪蹄、茶香排骨等，原料来
自官山的茶叶，味道十分鲜美。茶源酒肆负责人唐治
秀介绍，有了宽敞的道路，以前难以上山的旅游大巴纷
纷开进来，目前9个包间周末爆满，平均一天收入1.6
万元。

修建一条道路、织出一片风景、发展一片产业、致富
一方百姓，把路修到群众心坎上！让农村更加美

丽！保康县以“公路建设”为主线，积极推进
美丽乡村项目建设共同缔造。店垭镇

白蜡村是第一批试点村，该村对
23公里村级公路升级改

造，不仅建成村级循
环路，而且

还将农

村公路打造成了景观路、网红路。目前，保康县已经
建成了歇马镇九路寨沿线山水观光路、茶庵村蓝莓
采摘网红路、小沟村高山露营观景路等一批旅游路、
景观路、产业路，公路穿越村庄、农田、山川之间，构
成一幅幅美丽壮观的画卷。

管养一体化。保康县将农村公路的管理养护工
作纳入县政府议事日程和全县综合实绩目标考评体
系，全县建立和落实了县、乡镇、村三级路长制。山
区道路弯急坡陡、临水临崖，险路险段多，安全风险
大，保康县将安防设施建设维护作为“民心工程”，每
年投入安保资金2000多万元，对道路交通隐患进行
治理。

融合大发展。保康县制定了《村村通客车规
划》，将农村客运站（亭）与农村公路同步设计、同步
建设、同步交付使用。目前，全县共有客运线路215
条、客运车辆255辆。

以前，交通是制约保康发展的瓶颈。近年随着
4条高速和郑渝高铁的开通，保康进入高铁时代。
打通“大动脉”，还要畅通“微循环”。保康加大县道、
乡道及村道建设力度，打通道路交通“最后一公
里”。该县刚获评2022年度全省“四好农村路”示范
县，将农村公路建设与发展乡村旅游、美丽乡村建设
相结合，把农村公路打造成乡村风景线，有效助力乡
村振兴。同时，在建设农村公路时注重民居立面改
造、道路绿化亮化、线路规划整改，人居环境优美，进
一步提升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爱路护路意识，真正成
了村民安全生产出行路、特色产业发展路、百姓绿色
致富路、田园观光旅游路。

保康县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局长杨秋波介绍，
近年投入1.5亿元建设“四好农村路”示范路，目前，
全县农村公路通车总里程达4282公里，建成美丽农
村路120多条共680多公里，全县4个国家4A级景
区、2个3A级景区均已建成沥青路面。

杨秋波说，“十四五”期间，保康将以农村公路提
档升级和美丽农村路建设为重点，充分发挥“四

好农村路”示范引领作用，争取建成美丽农村
路100条600公里，打造“四好农村路”

示范线85条350公里，真正让
农村路成为致富路、康庄

路、幸福路。
（朱玉琳）

搭乘创建快车 推行全域公交 密织“连心路”发展新产业

1月中旬，走进麻城市阎家河镇石桥垸村，曲径
悠长、亭台水榭，徐家寨乡村大舞台上，村民们随着

音乐的节奏跳起广场舞，满眼乡韵惹人醉。产业兴旺得
益于“四好农村路”的建设，村外双通道、双车道，村内双
循环路……谈起交通的变化，村委会主任丁周金一脸高
兴。

东边一条河、西边一道岗、晴天一身灰、雨天一团
糟、自行车要人扛……丁周金说，以前地形低洼的石桥
垸村下雨就淹。2018年底，全长5.7公里的阎石线修进
村里，并拓宽成双车道，极大改善了村民的出行状况，如
今全村农村路已形成15.5公里的环线，分布着葡萄园、
研学基地等众多产业。

要致富，先修路。这在石桥垸村3000多村民中已
成为共识，而颜值的改变源于“共同缔造”。

2021年，位于大堤路上落户的几家采摘园，为村里
带来人气和财气。“能不能把3.5米宽的路扩宽至6米，让
前来采摘的车辆更方便进出，也增加村民收入。”一位村
民的建议得到众人响应。经村委会协调，麻城市交通运
输部门承担1.6公里路段的扩宽工程，但用地补偿需村
里自行解决。

经测算，大堤路拓宽需占用村民6亩地，40多个厕
所，涉及50多户村民。作为全国共同缔造试点示范村，
石桥垸村党支部书记带领村两委、老党员等挨家挨户做

工作，始终强调“这回咱们一起干，主意一起拿”。“为了
村里的发展，出点地没话说。”67岁的老党员徐静林率领
3个儿子带头捐出三分地、3个厕所。泥工徐定超表示，
自己还要去工地义务投工。“我同意！”“我支持！”最后一
次塆组会，所有村民都按上了红手印。

5个月后，大堤路改造工程顺利完工，村里节省土地
征迁等费用30万元，村民义务投工投劳50多人次。路
畅产业兴，龙腾生态园、尚邦农业增加流转土地千亩，带
动本村就业100多户。

决策共谋、发展共建，把“话筒”交给村民。丁周金
回忆，村塆改造要修两座桥，原来的效果图是高高的拱
桥与流水、村居、绿树相映成趣，但村民郑发成说，坡太

陡易摔倒，于是拱桥降低了弧度，高拱变低拱。村里残
疾人说，砖太滑，于是大砖换成小四方防滑砖。快递小
哥郑胜安说，上下桥台阶不方便，于是桥面改台阶为缓
坡，安装螺纹钢筋增加承重，让三轮车与板车也能通行
……按村民的意愿，设计一改再改，最终修成缓坡平桥，
既美观又实用。

在麻城，像石桥垸村一样因路而变的“网红村”并非
个例。麻城市在“四好农村路”示范县创建中，大力开展
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共同缔造，探索决策共谋、发展共
建、建设共管、效果共评、成果共享“五共”模式，聚焦解
决农村公路痛点、难点、堵点问题，用好共同缔造关键一
招，全力打造“四好农村路”2.0版，带动老区农村公路高

质量发展。
麻城市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军介绍，

2019年以来，全市新改建农村公路2000多公里，其中黑
色路面400多公里，累计投入30.5亿元，初步形成了“干
支配套、内畅外联、循环贯通、路美业兴”的农村公路交
通网，建成农村公路5023公里。他表示，目前全市农村
公路里程位居全省山区县市前列，实现了100%的行政
村通硬化路，全市所有乡镇有二级以上公路连通，初步
形成了乡镇“30分钟上高速”、城区至乡镇“30分钟公路
圈”。

在“四好农村路”示范线创建中，麻城市交通运输局
重组“微团队”。他们发挥塆组力量和塆长（小组长）、成
功人士和志愿者“三路大军”作用，探索党组织领导下的

“村塆组党支部+交通局建设专班+居民”三方联动共建、
共谋模式，打造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参与农村公路
建设共同体，共同破解农村公路建设资金不足瓶颈。

用好“微议事”。以塆组群众会为载体，局党组成员
带领工作专班与属地乡镇适时召开农村公路建设塆组
会，推动党员干部群众同围一张桌、同坐一条凳、同聊一
席话，建立完善“会前征询民意+确定方案、会中完成规
定动作+自选动作、会后意见办理+评价反馈”工作机制，
实现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评，让农村公路建设方
案更优，阻力减小。 （颜厚能）

念好“五共”经 建设“四好”路

谷城县城乡公交车穿过樱花谷旅游路。 保康县官山世外茶源旅游公路带动产业兴旺。

策划：潘庆芳 崔新武

谷城县 保康县

麻城市在“四好农村路”建设中充分发挥群众智慧，成功创建省级“四好农村路”示范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