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恩施市

近日，湖北“四好农村路”创建再添生力军和示范标
杆县，天门市、曾都区、恩施市等9县（市、区）获2022年
度全省“四好农村路”示范县。这是我省晒出“五色图”、
激发交通发展新热潮的生动体现。

2023年以来，省交通运输厅以加快推进全省农村公
路投资和项目建设为目标，首次创新推行了“四好农村
路”五色图工作评价机制。根据年度农村公路建设重点
任务完成情况，聚焦建、养、管、运四类17项核心指标，

对各县市区“四好农村路”建设成效进行评价，并按照
优、良、中、次、差五个等次，对应绿、蓝、黄、橙、红五种颜
色，绘制出“四好农村路”工作评价五色图，直观评价各
地“四好农村路”工作情况，实现一图揽全局。

省交通运输厅联合驻厅纪检组召开交通运输项目
督办服务推进会，对“四好农村路”五色图评价为“红色”
的县市区交通运输局，进行集中专项督办，指导和帮助
落后地区找差距、知不足，全力推动项目建设。同时，省

纪委监委每年还将农村公路提档升级工程纳入省惠民
惠农政策落实大数据监察系统，对年度计划内农村公路
提档升级项目施工信息和补助发放记录情况监察问效，
为强化绩效考核、车购税资金分配提供了有力支撑。

“五色图”机制营造了各地“你追我赶、争先创优”
的浓厚氛围。2023年度“四好农村路”五色图评价，全
面消除橙色、红色，与2022年对比，47个县市区实现提
档进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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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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月上旬，行驶在天门“四好农村路”示范线上，只
见黄潭镇危湖村四周沃野平畴，地里的小麦青苗已冒
出20厘米，6米宽的沥青路面向前舒展，到了交叉路口
还有振荡标线，两边还有波形护栏……2022年提档升级
的汪候线，与渔罗线、竟彭线等一起，打通一批末梢路，形
成100公里的循环路，打造黄潭米粉等一批产业路。

提起黄潭米粉，黄潭镇党委副书记杨梓根津津乐
道。他说，黄潭米粉对于天门人，就如同热干面对于武
汉人，是家乡的美味。制作米粉的原料是早稻米，全靠
四通八达的农村公路来运送。城区“老邓家黄潭粉馆”
创办人邓四华介绍，依托越来越多的双车道农村路，现在
已在集镇开分店，吸引外地的食客开车前来品尝美食。

烘干、砻谷、碾米、抛光……在我省大米加工龙头
企业——湖北庄品健实业公司生产线繁忙，一天加工
稻谷2000吨，2023年产值突破15亿元。谈起路的变
化，该公司副总吴茂春深有感触。他指着门口的九
（真）蒋（场）线说，几年前由于出入口通道没打开，运
输粮食的大货车进出不便，还需要小车转大车。如
今，乡道普遍加宽至5.5米，公司下村收购粮食也更加
方便，而门口的主通道已加宽至9米，路通达了延伸
产业发展的方向。

便捷的交通，也进一步推动天门文旅、蔬菜等产业
发展。20多公里长的新（华村）火（门山）线上，竟然分
布着大小22个乡村旅游景点。“新火线通车后，一到周
末节假日，游客特别多，我们这里也成了网红打卡地。”
依托公路带来的人气，群星泽龙农产品种植专业合作
社负责人钟儒鹏承包580亩大棚蔬菜，种植圣女果、网
纹瓜等，一年产值过千万元。

作为全国百强县，如何高质量推进“四好农村路”
建设？天门市建立健全以公共财政投入为主，沿线受
益企业和村民集资为辅的公路建设资金保障机制，精
心策划了农村公路主干线提档升级项目，计划总投资
13亿元，项目采用EPC模式引进大型央企中交集团旗
下子公司。能快则快、能早则早，央企参与四好农村路
示范线建设，更加快了工程建设速度。在胡市
大桥建设现场，中交特种工程有限公司建设者
正进行挂篮施工，大桥全长800多米，
一跨100多米越过汉北河，预计
今年底建成通车，届时将打通

胡市镇直达城区的快速通道，改善边远乡镇交通出行
条件。

“带着先进的施工技术和设备跑步进场，确保工程
高效推进。”中交特种工程有限公司天门“四好农村路”
项目负责人谢铧润介绍，项目涉及20个乡镇，包含农
村路改扩建51.895公里等，其中胡市大桥和卢市二桥
是控制性工程，桥梁的设计和施工均达到国内领先水
平，体现了对工程质量的严格把控。此外，科技成果的
应用也体现央企担当，比如针对江汉平原一带软土地
基现象，该公司采用了新型的淤泥固化技术，通过多次
优化，将软土地基进行固化处理，提高了地基的承载力
和稳定性。

在央企加持下，天门市不仅完成危桥“三年消危”，
还进行乡村振兴重点村、示范村道路加宽、刷黑和打通
中循环等一批县乡道干线升级改造，项目覆盖15个乡
镇219公里，路面改扩建后宽度达到6米以上。同时，
集中资金，以黄潭、九真、佛子山、石家河、汪场等乡镇
为重点，改扩建5.5米宽农村公路70公里，畅通乡镇之
间的微循环，打造“四好农村路”连片示范区。目前，天
门市已完成农村公路主干线提档升级60公里，微循环
25公里，乡村振兴村加宽刷黑150公里，进一步畅通了
天门市佛子山镇、黄潭镇、九真镇、汪场镇、蒋场镇等地
主干线路网，提升了皂市镇、黄潭镇、汪场镇等地28个
乡村振兴村、示范村通行条件。

建好联网成片“示范路”。天门市交通运输局党组
书记、局长刘水平介绍，预计到2025年，将完成新
改建农村公路900公里，创建美丽农村公路
和“四好农村路”2500公里，危桥改
造 325座，安防工程 1500公
里，形成由线成网、由通到畅、
由畅到兴的农村公路
路网新格局。
（董卫斌）

从通得了到互联互通，从一条线到一张网，让乡镇
均衡发展，这是农村公路建设高质量发展的具体体现。
刚获评全省“四好农村路”示范县的随州曾都区修路有
新招，把建设资金集中用于断头路、瓶颈路，让农副产品
产业打破孤岛现象，物流更加通畅，各乡镇孤立的网红
点串联成景。

亮丽如丝带般的柏油路穿过白墙红瓦的村庄，在田
地和林间与落光树叶的白杨树形成强烈映衬，沿途还有
停车带，尽显大气和舒坦，这是四好农村示范路——龚
金线，刚由3.5米路宽升级为6米，成为双向二车道四级
公路。龚金线改扩建工程，是我省139条三大都市圈断
头路、瓶颈路之一，是近年省交通运输厅计划完成的交
通“硬联通”项目，也是其中少有的农村公路。它起于洛
阳镇同兴村，对接S327长张线，路线全长2.8公里，经方
家塆、阮家冲后止于长岭坡，在原有老路基础上拓宽改建
为沥青路面，宽6米，总投资728万元，其中争取省级补
助资金196万元，地方配套资金532万元。

谈起这条路的变化，同兴村党支部书记李洛成感触
颇深。他说，这是村里第一条水泥路，但随着村里香菇、
蔬菜产业兴旺，往来随县香菇批发市场却“卡”在狭窄的
路上。2022年，为了做好与随县柳林镇的互联互通，当
地人大代表提出了对龚金线原有通村公路进行提档升
级的建议。

区交通运输部门经过实地核查，将此路段建设列为
2023年度县乡道改造计划。2023年8月，此项目启动
后，建设单位克服征地拆迁等诸多困难扎实推进，仅用4

个月时间，就完成了全线建设任务。“路通产业旺，土
豆去往随县大市场更方便了。”曾都区光宝

蔬菜合作社负责人张光宝说。他在同
兴村流转40亩土地种植土豆，

亩产达5000公斤，新路
提档升级，他计划

扩大种植

面积。
类似龚金线这样的瓶颈路，在曾都区还有不

少。比如洛阳镇的千年银杏全国有名，周边的乡镇
希望能与之串联成景，但苦于农村公路有断点，不能
互联互通。为此，曾都区在建设四好农村路方面做
好“三个保障”：强化土地、林地保障。赋予一条路灵
魂，该区组织自然资源和规划、林业等部门，积极向
上汇报争取，提前做好“三区三线”调整和公路占用
基本农田及生态公益林地调整，保障一些道路特别
是周边县市硬联通道路，比上级预期提前2—3年建
成通车。

强化资金保障。将农村公路建设、养护、“三年消
危”和农村公路绿化配套资金纳入区级财政预算和债
券资金使用范围，多渠道筹措配套资金，为各镇建好
和管护好农村公路提供了有力保障。2019年以来，
全区共投入资金14.5亿元，实施农村公路重点项目
18个，区级配套资金6.49亿元。

此外，为减少镇村工作压力，从2020年开始，曾
都区政府对各镇（街道）农村公路修改建新增占地，
给予每公里10万元征收补助。2023年，在进一步明
确把农村公路绿化纳入项目预算的同时，对已建成
的农村公路，按每公里20万元标准予以补贴，逐步
落实到位。2023年，各镇（街道）完成农村公路绿化
50公里，共给予补助资金1000万元。这些激励措
施，极大调动了各地加速征收和协调保障的积极性。

近年来，曾都区坚持把交通作为带动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总开关”，围绕“建设好、管理好、养护好、
运营好”的总目标，将农村公路建设与生态、产业、文
化、旅游等相融合，全力以赴推进“四好农村路”建
设。截至2023年底，全区农村公路总里程达2652.7
公里，已全部纳入管养范围，优良中等路率达89%，
农村公路基本实现“有路必养、养必到位”。

“以开局即决战，起步即冲刺的势头，强力推进
项目建设，力争高质量高标准完成‘四好农村路’建
设任务。”曾都区交通运输局主要负责人刘金波表

示，将继续着力打造“一条道路、两边风景，三季
有花、四季常绿”的美丽乡村路，更好
地串联起周边美景和优势产业，形成

“游玩景点、品尝美味、感受
文化”的全方位沉浸

式体验游。
（宋晶华）

央地携手合作 打造连片示范 加快互联互通 消除乡镇差异

眼下，恩施市白果乡下村坝村观音塘畔白
雪皑皑，车行1.8公里的环村两车道“四好农村

路”，就想漫步塘边，当车入停车场，再步行前往处
处是景、步步是画。
一条条美如玉带的“四好农村路”，是一条条通往乡

村振兴的生态致富路。近年来，恩施市用“共同缔造”的

理念和方法，积极探索“决策一起议、资金一起找、建设一

起管、效果一起评”机制，实现“修建一条公路，带动一片

产业，造福一方百姓”。累计筹措各类资金21.95亿元，新

改建农村公路4268.3公里，提档升级旅游公路26条。

规划，大家的路共同议
观音塘畔的精品民宿、研学营地、生态茶园、革命文化

陈列室由桥方路串联成线，三年前，却是另外一番场景。

“原来2米宽的机耕路，出门满脚泥，进门泥满地。”

下村坝村党支部书记宋斌记忆犹新。

下村坝村家家种茶叶，长鹰坝的茶园郁郁葱葱、美

如画卷，观音塘神秘莫测，可是通达的路况差，让慕名而

来的游客望而却步。

要发展，先修路。2021年，在市乡两级政府及交通部
门支持下，决定按照“四好农村路”的标准改造桥方路。

听说要修路，村民们欢呼雀跃，都想要6米宽的沥青
路从自家门前过，就路线规划纷纷表达自己的意见。

到底怎么改？村“尖刀班”坚持群众的身边事，得让

群众商量着办，对公路走向反复召集村民代表与设计方
一起共商共谋，设计方案多次修改，桥方路由单一的环
形线，围绕观音塘、古树、村委会等资源要素有序延伸，
在动工前的群众会上，村民再无异议。

“这是道路建设共同缔造决策共谋的缩影。”恩施市
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局长黄猛介绍。如今，“大交通”
理念已深入人心，恩施市坚持将“四好农村路”建设与乡
村振兴、产业发展、和美乡村、全域旅游等专项规划进行
有机结合，充分征求群众意见，推动综合交通规划一张
图，建设一盘棋、管理一体化。

建管，大家的路共同护
桥方路的走向已定，可是资金不足是老大难问题。

按照大家商量的路线，扩建完工需要300多万，其中修

建路基征地补偿达100万元。“家门口都是菜园子，占了
就没地儿种菜了，有些村民也舍不得。”下村坝村村委会
主任宋玉锦说。

“只要修路需要，我家的田土免费占。”党员向兴安
率先站出来。随后，其他党员、群众纷纷跟进，200多户
村民共捐地19亩。

在干群共同努力下，桥方线顺利完成改扩建。
“路修好了，大家也要爱护，我家门口那段路我负责

管。”小卖部老板向心政在“古树夜话”议事会上自告奋勇。
下村坝村“尖刀班”组织群众成立乡风文明理事会，

将自觉美化净化道路纳入村规民约，采取“划段包干、责
任到人”的方式，将养护责任就近划分到人，让家家户户
都成为“护路员”。

“自发清扫道路和公共区域能得积分，
老百姓可以在超市里兑换生活用品嘞。”乡风
文明理事会会长方家廷说道。

养护致富路，除了发动群众的力量，恩施市在全省
率先引入农村公路保险机制，每年投入500万元为农村
公路购买灾毁保险，为群众爱护的道路增添一份保障。

通达，大家的路共同享
道路通畅了，村民们的生活也越过越红火，越来越

多的年轻人返乡创业。
早年，向娜这一对年轻夫妇在城里务工，2022年返

乡看到了下村坝的变化，便在观音塘畔经营了一家“观
塘小院”农家乐。“路畅通，财运通。”向娜高兴地说，村里

发展农旅融合产业，让村民看到了家门口就业的希望，

如今桥方路沿线新增了10家农家乐。

“我挑点菜到城里去买，走去坐车只要3分钟，菜上

再也没有泥点子了。”村民姚祖菊说。古树院落的村民

们以前需要走泥路绕行15分钟才能坐车进城，如今沿着
桥方线步行至候车亭仅需3分钟，既干净又便捷。

像这样的候车亭，恩施市有267座。美丽农村路密
织，农村公交跑得欢。恩施市积极探索城乡客运一体
化，在进村公路沿线增设候车站（点），扩大城乡公交和
农村客运网络覆盖面，目前所有建制村客车通达率为
100%。 （吴英龙）

共同缔造铺就群众幸福路

天门央企携手共建打造高质量天门央企携手共建打造高质量““四好农村路四好农村路”。”。 曾都区美丽农村公路打通堵点曾都区美丽农村公路打通堵点，，互联互通新产业互联互通新产业。。

天门市 曾都区

恩施市恩施市““四好农村路四好农村路””带动乡村旅游带动乡村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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