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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日报讯（记者戴辉、通讯员潘庆芳、赵超）来自省
交通运输厅的消息，今年1至7月，全省累计完成交通固定
资产投资1172亿元，分别占年度力争目标、确保目标的
58.6%、64%，同比增长9%。今年下半年将持续发力，确保
全年完成交通投资1830亿元、力争2000亿元。

湖北以高速公路为支撑，强化区域大通道路网格局，加
快33个在建项目建设，今明两年分别建成17个高速公路
项目746公里，加快推进沪渝高速汉宜段等38个项目前期
工作，其中14个改扩建项目。此外，交通投资更多投向都
市圈建设，加快武黄高速改扩建、鄂州机场高速二期、燕矶
长江大桥等项目建设，以武鄂黄黄和花湖机场为重点打造
一体化枢纽交通运输体系。今年4月，武鄂黄黄快速道路
品质提升工程仅用一年建成。目前正继续快马加鞭，突出
抓好24个重要节点项目，确保今年实现全部开工，新增完
成投资140亿元。

省交通运输厅相关负责人介绍，三季度湖北将围绕国
家战略谋划重大项目。交通运输部近日下发的中期调整项
目库中，我省新增福银高速公路小池至黄梅段改扩建工程
等23个高速公路项目、G318蔡甸区武汉西至永安段快速
化改造工程等153个普通公路项目、荆门西城市综合交通
枢纽等1个综合客运枢纽项目，总体增幅位居全国前列。
我省内河航运、“四好农村路”建设、智慧交通建设等12个
交通强国试点项目，成功纳入交通运输部试点范围，努力创
造交通强国建设的湖北经验。

1至7月交通投资同比增长9%

湖北交通强国试点数量
居全国前列

8月上旬，避暑胜地建始县游人如织。一下高速，自
驾游玩的武汉市民冯政沿途发现，建始县公路边坡变成
文化长廊，彩绘内容包括建始直立人、黄四姐、丝弦锣鼓
等元素。

“下高速就看到了文字与图案构成的浮雕景观墙，一下
子就让我记住了建始。”冯政说。一路前行，建始县路域环
境整洁，一路有景、四季有绿，让游客观光旅游体验感很
好。一路看过去，发现边坡景观墙既有全国闻名的“建始大
饼”，又有关口葡萄、猕猴桃、桃片糕、马坡茶等地方特色富
硒名优土特产，还有丝弦锣鼓、南乡锣鼓、土家背鼓舞、喜花
鼓等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建始交通人以边坡为画卷，通过绘制绚丽多彩的建始
文化元素，把原本简陋的边坡改造成既美观又会“说话”的

“建始文化墙”。
建始至恩施高速公路建始东收费站出入口与金建大

道交会处，原是一面岩石边坡。2023年11月，建始县交
通运输局在边坡修建千余平方米的镀锌钢浮雕景观墙。
在多层次浮雕中，夜晚配有灯光，美化了道路沿线景观出
口。金建大道与S339省道连接线交汇处，今年7月刚完工
的数百米长的边坡彩绘景观墙，聘请当地文化名人现场彩
绘，内容色彩真实明艳，生动展示了建始风采，成为一道亮
丽的风景线。

近年来，随着建始县交通运输事业蓬勃发展，2个火车
站和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国省干线公路、循环畅通的农村
公路，为避暑旅居与游玩出行提供了极大便利。县交通运
输局将建始非遗文化、红色文化、旅游文化、美食特产等元
素巧妙融入路域环境中，推进交通旅游文化融合、提升交通
公路行业形象。

“有时外地人停车问边坡彩绘内容，讲解完后交通公路
人的自豪感、幸福感油然而生。”负责路面养护的建始县公
路事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说。而建始居民李木星则表示，原
本单调的公路边坡，能说话、会讲故事，既有颜值又增气质。

建始县副县长刘仕军说，建始公路边坡景观墙，提升建
始交通形象，推介建始人文特色，成为建始对外形象的亮丽
名片。

交通公路线变文化展示线

建始景观墙引游客打卡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戴辉 通讯员 潘庆芳 王嘉

8月17日，浠水县关口镇豹龙村烈日炎炎，关豹农村
公路上，施工人员正抢铺最后一段沥青。“有了沿线村民的
配合，这条产业振兴路的施工进度大大提速。”施工单位总
工程师张庆泓说。

关豹线全长7.65公里，是30多个村的交通主干道，原
有3.5米宽的水泥路面不能满足出行需求。此外，公路沿
线分布豹龙庙食品加工厂、豹龙茶园、佳友水稻合作社、浠
水聚合光伏等10多家企业。为此，浠水县交通运输局今年
初将该路列为“四好农村路”提档升级路段。

路，怎么修才让群众满意？浠水县的做法是施工单位
和周边群众共谋共建。

“大热天的，吃块西瓜解暑。”工地上，村民夏单正在给
满头大汗的工人们切西瓜。他说，开工前，家门口的排水坡
度要抬高，一商量就马上被采纳。一旁的夏冲村党支部书
记华佳喜说，要扩宽道路，但建设补助资金有限，村里开会
动员后，路边的柴屋等，都是村民自己拆除，有的还自愿投
工投劳。

农村公路建设实现从“你建我看”到“共商共建共管”。
关口镇副镇长王青介绍，修路提前让出田地、菜园、门口场
等，整个路基工程几乎全部由村委会及村民自发承担。他
说，通过实现县乡村三级联动，更好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
减少修路中的矛盾，保证项目顺利推进。

一条路，还形成多部门合力共建的新机制。浠水县交
通运输局副局长汤晶介绍，这条路整合各方资源和力量，如
资规部门解决用地问题，乡镇和村两级解决路基以及沿线
的拆迁协调问题，林业部门负责沿线的道路绿化，交通部门
负责把路建好。

看着刷黑后的双车道公路通到基地门前，种植了760
亩黄桃的浠水县鑫隆桃果木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徐小平
高兴地说：“扩路解决了过去道路狭窄、行车困难的问题，今
后我们基地运物资更方便，往外运黄桃更便捷，游客来基地
摘桃观光也更方便。”

让黄桃出村搭上快车道

浠水升级“四好农村路”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戴辉 通讯员 潘庆芳 毛志雄

湖北日报讯（记者戴辉、通讯员潘庆
芳、王祥）“老渡口有了新设施，船是新的，
坐得舒服平稳。”8月20日，鄂州市鄂城区
杜山镇先台小学学生李雨芯说。位于长
港河畔的先台村五组先台渡口，两棵粗壮
的百年枫杨迎风招展。省交通港航部门
补助80万元改造渡口，包括斜坡道、候船
室、护岸工程、绿化工程、服务休闲设施、
安全防护设施、标识标牌等，让村民等渡

舒心、过渡安心。
来自省港航事业发展中心的消息，目

前，已安排1.4亿元补助资金用于“美丽乡
村渡口”共同缔造，全省共撤销渡口195
个、提前拆解渡船144艘、建成123个美
丽渡口，另有55个渡口正在提档升级。

在江河纵横的湖北，渡运是山区、库
区、湖区和水网地区群众出行的重要方
式。“十四五”初，湖北有各类乡村渡口

1415个、渡船2013艘，渡运规模位居全
国第二。2022年底，省交通运输厅出台

“美丽乡村渡口”共同缔造实施方案，通过
调查摸底、现场督办等措施，加大资金投
入力度，大力改善乡村渡运条件、服务乡
村振兴战略。

根据创建标准，有条件的美丽乡村
渡口要建成斜坡道、候船室等，岸坡绿
草如茵，消防救生设施齐全。此外，升级

行动突出文化特色，同时推行公交化，提
升渡运服务保障能力。团风县将所有渡
口全部收购，积极推进渡运公交化，探索
渡口标准化、渡船规范化、渡工员工化、
运营公交化的新模式。湖北文旅梁子湖
航运公司计划在梁子湖推行渡口公交
化。在恩施、天门等地，公益性渡口渡工
生活补助和渡船维修费用财政补助办法
相继出台。

湖北上新123个美丽乡村渡口

位于清江高坝洲库区的长阳南岸坪渡口。（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柯皓 通讯员 田亚敏 摄）

乡村渡运焕发新生机

渡船变游船 开行如公交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戴辉 通讯员 潘庆芳 李长雁 申云蕾

阳新县，有百湖县之称，分布着42个渡口，是湖北渡口最
多的县市之一。

8月21日，黄石市阳新县富池镇王曙村渡口，新刷黑的宽
敞斜坡道延伸至长江边，白色候船室里几名村民正在等候轮
渡。岸坡上绿树成荫，安防救生设施齐全。这是一个百年渡
口，与武穴市田家镇街道办事处隔江相望。

“近年，渡口的上下游各建了棋盘洲、武穴长江大桥，随着
乘客减少，渡运是撤是留，也曾经引发争议。”阳新县港航事业
发展中心主任章杰说，在征求村民意见时，意外的是许多村民
要求保留。70岁的村民万长春称，这个渡口承载着儿时记忆，是
他心中的港湾，每天要摆渡去对岸上班。

“我爱人就是对岸武穴人，两地结亲的特别多，因此渡船
成了主要出行工具。”王曙村党支部书记王何胜说。

王曙村渡口是个红色渡口，承载了三次具有战略意义的
渡江行动。当地人引以为傲，表示哪怕村民众筹，也要把渡口
保留下来。

然而，如何让昔日破败陈旧的渡口焕新？契机来自省交
通运输厅实施美丽乡村渡口共同缔造三年行动，制定统一提
档升级的标准。当地抓住这一机遇，将其列为今年“为民办实
事”项目之一。

该渡口投资226万元，重点打造阳新县富池红色文化渡
口。漫步渡口，只见广场上矗立着红色雕像，木船搭载着战
士，冒着枪林弹雨紧急渡江。渡口还新增图示标牌，重新扩建

候船室、刷黑道路。
“现在不少游客专门来打卡，在渡江的慢生活中，

感受当年的红色渡口。”章杰说，如今每天有
50至100人过江，节假日达200多人。

据统计，阳新县提档升级渡
口、渡船，69艘渡船年均渡运量
33.2万人次。

省港航事业发展中心相关负
责人介绍，在美丽渡口升级行动
中，许多地方挖掘红色底蕴，突出
红色文化特色。如咸丰县朝阳寺镇
曾沟渡口，又称红军渡，当地在该
渡口提档升级中，增加红色文化风
格渡口亭、红军战士护渡、观景平
台等景观，月渡运量达1000人次。

渡船经历从木船、铁船到柴油船的转变，
但设施简陋、噪声大，也影响乘客体验。在省
交通运输厅主导下，湖北正掀起一股渡船以旧
换新热潮。

根据大规模设备更新补贴实施细则，自
2024年7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湖北省
境内合规的水路运输经营者，更换、报废更新
老旧营运船舶的，可申请省级财政一次性补
贴。

走进宜昌中南鹏力江南工业园，生产车间
满负荷运转，正在赶制仙岛湖新能源渡船订
单。工业园负责人宋晟英介绍，目前已有30
艘新能源游船订单，大部分来自湖北。

在王英刘氏垅渡口，一艘白色的电动客渡
船吸引眼球，它是湖北为数不多的纯电动客渡
船，岸上安装着一排排充电桩，也是绿色低碳
美丽渡口的配套设施。

在阳新县文旅投公司总经理肖铁引导下，
记者乘坐该船前往东源渡口。船舱内明亮宽
敞，有48个座位，设置了透明玻璃窗和软座
椅，乘客在舱内就可欣赏仙岛湖风景。

船长发动船舶，船舷划开水波，全程没有
噪声。“乘船舒适度提高许多。”同船的县港航
事业发展中心相关负责人严宏坤称，以前柴油
渡船行驶到湖中间时，在岸边就能听到很大的
噪声，快靠岸时还能闻到柴油味。

据悉，该船采用了先进的纯电动力系统，
实现无排放、无噪音。此外，还引入了信息化
系统、智慧船舶系统、数字孪生系统和环境检
测系统，实现全船状态实时监控，全面提高航
行安全性、智能性。

渡口更换新能源船舶，巨额资金缺口如何
弥补？目前仙岛湖有9条轮渡线，渡船22艘，
一年运送乘客10多万人次。肖铁介绍，目前
已采购13艘新能源渡船，即将投入使用，替代
柴油船舶。“现在客渡船和仙岛湖游船均由我
们一家公司运营，可以通过游船的利润弥补客
渡船的亏损。”他预计，游船每年的利润可以补
贴客渡船。

目前，我省在十堰、随州、宜昌、黄石等地引
进新能源渡船，今年还将继续扩容。按照“美丽

乡村渡口”共同缔造要求，新能源乡
村客运船舶主要在丹江口水

库、清江、梁子湖等重点
湖库区试点推广。
为此，十堰市出台
创建绿色智能船
舶试点示范三年
行动方案，力争到
2025 年，客渡船
舶电动化占比达
到60％以上。

渡口只有一人在等待，船还开
不开？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南岸坪
渡口的答案是：开。

磨市镇柳津滩村村民周民国
到江边的南岸坪渡口登船，不到
10分钟，就抵达对岸的宜都市红
花套镇鄢沱渡口，可坐城乡公交车
前往宜都城区或宜昌市，也可乘车
到长阳县城。“开车要绕行70公
里，坐船太方便了。”周民国说。

渡船像公交车一样定点开行，
老百姓等渡才能舒心。

位于清江高坝洲库区南岸的
南岸坪渡口，北与宜都红花套镇鄢
家沱村隔江相望。2023年，南岸
坪渡口被纳入宜昌市“美丽乡村渡
口”共同缔造年度实施计划。这里
建有600多平方米的广场，还有篮
球场、公厕、健身器材等，好似一个
小公园。“候船亭白天候船，晚上成
为村里议事台、活动广场，村民闲
时聚在这里跳广场舞，有时还会放
映露天电影。”柳津滩村党总支书
记王功涛说。

以往，两岸10余个村庄村民
往来，都要依靠渡船。如今交通便
利，南岸坪渡口客流量减少，但仍
是两岸村民往来的重要通道。县
港航中心主任李孟成说，渡船平均
每天往返16班次，夏季6点发班，春
秋冬7点发班，平均下来不到1个小
时就有一班。

公交化的渡口不仅渡人，而且
渡货。

在渔峡口镇的双龙村，一条清
澈的清江将其与镇中心隔开，形成
了一个交通不便的孤岛。这里的
居民出行需要绕一个大圈，经过一
座桥，再从隔壁乡镇绕行才能到达
镇上。

今年上半年，宜昌百誉智慧物
流有限公司的乡镇快递服务站长
覃舴艋采取了创新的方法：利用渡
口和船只，将快递从河对岸运送到
双龙村。

目前，全省正在推行渡运公交
化，提升渡运服务保障能力。团风
县将所有渡口全部收购，积极推进
渡运公交化，探索渡口标准化、渡
船规范化、渡工员工化、运营公交
化的新模式。湖北文旅梁子湖航
运公司计划在梁子湖旅游渡运码
头推行渡口公交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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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乡村冒出许多路和桥，坐渡船的人越来越少了，但在湖北一些山区、湖区，渡船仍是不可替代的交通

工具。然而，在乡村渡运市场中，还存在着噪音污染、发班随意等问题。

乡村渡运留还是撤？如何避免渡船想开就开、想停就停？8月，湖北日报全媒记者探访发现，不少地方正破

除乡村渡运“鸡肋”之难，让渡口焕发生机。

红安县七里坪镇石家咀村郭家埠渡口，村民乘坐渡船过河。（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柯皓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