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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日报讯（记者戴辉、通讯员潘庆芳、赵超）1月14日，一年一
度的春运拉开序幕。省交通运输厅预计，40天的春运里，全省春运客
运总量将达4124.5万人次，同比上升19%。春运期间，全省高速公路
通行流量将达5981万辆，同比上升6.9%，自驾出行车辆占比达90%。

据预测，春节前，学生流高峰将与春运错峰。节后，将呈现学生
流、探亲流、旅游流、务工流等四流叠加，特别是正月初六至初七，返
程客流将呈现短时高峰，道路运输面临严峻挑战。在省交通运输厅
统筹下，湖北交通加强客流分析研判，提前组织运力，科学安排班次
计划，充分挖掘铁路、公路、水路、民航等各种运输方式，以及城市公
共交通、出租汽车等运力资源，优化运输组织调度。建立铁路、公路、
水路、民航信息共享机制和城市公交、地铁、出租车综合调度机制，通
过开通对接高铁、机场的直通车、区间车、定制车等方式，畅通旅客出
行“最先与最后一公里”。提前梳理春运易拥堵缓行路段区域并制定
疏导绕行方案，及时发布路况信息，全面抓好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
及农村公路集中清理，做好公路服务区油品、热水、食品等物资储备
和充电、停车、如厕等服务，加大对“老幼病残孕”等重点群体的服务
保障和一线从业人员的关心关爱，及时高效受理办理群众急难愁盼
问题。

此外，针对春节期间可能出现的低温雨雪冰冻灾害，湖北高速公
路政警路企协同作战。提前备齐人员、备好设备、备足物料，按照“至
少满足7天用量”和“1公里5吨盐、5公里1台机械”原则，共计设置
应急物资储备点507个，组建应急队伍542支，应急人员1万多名，
配备重点机具装备3000多台，储备融雪剂8万多吨，切实畅通春运
路途。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戴辉 通讯员 潘庆芳 赵超

新年开新局，开年即开工。
1月10日，总投资422亿元的沪渝高速武汉至宜昌段改扩建工

程正式开工。该项目总里程约270公里，采用双向八车道建设，是迄
今为止国内单体投资规模最大、建设里程最长的高速公路单体改扩
建项目。

进入2025年，按照省交通运输厅的统一部署，全省交通运输人
以起步就是冲刺、开局就是决战的状态，加速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步
伐，为全年经济开门红注入新动力，着力打造内陆开放高地，系统提
升开放枢纽功能。

在建大项目马力足进度新

1月8日，在鄂州市汀祖镇附近，武黄高速改扩建1标项目部工
地热火朝天，运梁车穿梭，架桥机轰鸣。随着首跨钢混梁架设完成，
项目桥梁施工取得重要突破。

为确保钢混梁的顺利架设，湖北交投鄂东建设公司、建设集团项
目部科学研究部署，多次组织勘察，针对现场既有入场道路、环境等
关键因素进行研讨，确定运输线路及架梁方式，同时保障安全，施工
全程由项目现场管理人员进行24小时轮班制跟班作业，确保钢梁安
全、准确架设。“决战武黄改扩建，春节不停工，过年期间施工正常开
展，全体员工在工地值班。”湖北交投建设集团项目部工区长洪晨阳
介绍，目前花马湖中桥左幅T梁架设正同步进行，每日架设17片，预
计在春节前实现左幅贯通。

为进一步构建中部枢纽大通道，省交通运输厅统筹规划并加大
高速公路提质扩容力度，楚天第一路的武黄高速改扩建已实现投资
额过半，今年底将建成。黄（石）黄（梅）高速公路改扩建项目1标段
雷咀村中桥的首根桩基顺利开钻，标志着黄黄高速改扩建工程项目
正式迈入实质性施工阶段，为项目建设按下施工快进键，将有力促进
周边地区产业升级，推动武鄂黄黄同城一体化发展。

省交通运输厅相关负责人分析，交通重大项目建设的加快推进，
从短期效应看，将带动大量的资金投入，增加对建筑材料、机械设备、
劳动力等的需求，促进消费增长。从长期效应看，交通重大项目建成
后，将有利于缩短物流运输时间和成本，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和竞争
力，提高产品的质量和附加值，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物流大通道降成本提效率

1月9日，武穴市田家镇的长江边浪花拍岸，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看到，700多米长、25米宽的武穴港区铁水联运项目综合码头一派
忙碌，工人们正在施工面层，转运站、变电所已大体成型。

武穴港是长江十大深水港之一，拥有46公里的深水良港岸线。
独特的水运优势，吸引了铁四院的投资。2024年元月，总投资约36
亿元的武穴港区铁水联运项目综合码头动工，新建6个5000吨级泊
位和全长18.37公里的疏港铁路专用线。武穴港区多式联运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郭睿介绍，为给湖北新祥云新材料有限公司提供
便捷的水运大通道，项目公司争分夺秒抢进度，码头设施部分预计今
年3月可建成，比原计划提前8个月。今年，湖北新祥云新材料有限
公司计划从宜昌运来180万吨磷矿石，沿长江走水运运费约5400万
元，同比公路节省运费4亿多元。

湖北织密综合交通网络，大宗货物运输“公转铁”“公转水”，是推
动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的重要方式。1月3日，在武汉阳逻港二期
码头，一艘满载着从四川成都通过铁路集装箱运输抵达的矿石货轮
正式启航，10天后这批货物将直达日韩。随着“长江班列+汉亚直
航”国际多式联运通道的开通，可降低成本20%到25%，同时节约时
间15天到20天。

近年来，省交通运输厅出台系列铁水联运奖补政策，各港区集装
箱多式联运量快速增长。目前，湖北待验收的4个国家级多式联运
示范工程创建项目稳步推进，累计开辟集装箱航线35条、多式联运
航线约50条。

湖北春运预计发送旅客
4124.5万人次

自驾出行占比高达90%

湖北交通冲刺开门红

高速公路提质扩容
物流通道降本增效

1月8日，武黄高速改扩建项目建设如火如荼，建设者们奋
战一线，为项目快速推进赋能。（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柯皓 摄）

旺

16212个行政村通双车道、农村公路等级公路比例

达99.2%……进入2025年，湖北农村公路通车总里程超

过27万公里，位居全国第三、中部第一，外通内联、通村

畅乡、安全便捷的农村公路网络加快形成。乡村要振

兴，基础在交通。连日来，湖北日报全媒记者踏访十堰、

孝感、黄冈等地，见证交通在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全面

振兴上奋发有为，产业因路更兴旺，农民因路更富裕，乡

村因路更和美。

27万公里农村公路焕新

佛手山药搭上“快车道”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戴辉 通讯员 潘庆芳 张银俊 兰岚

1月9日，武穴市余川镇车坊村。行驶在宽敞的余川大道，不时
可见自驾旅游的车辆。村庄的农房，被改造成一栋栋民宿。在路两
边，不少村民正弯腰在地里忙碌，他们在挖当地的一种独特农产品
——佛手山药。

佛手山药，因外形似手掌，又地处佛教文化之地而得名。春季播
种，冬季采挖，武穴种植佛手山药已有千年历史。不一会儿，56岁的
村民彭卫星麻利地挖出30公斤佛手山药，一个大的有0.5公斤重。

“我们村的山药粉糯鲜甜，但以前交通不便，卖不出好价钱。”彭
卫星带着湖北日报全媒记者在地里转了一圈。他指着5米多宽、通
往田间地头的沥青路说，以前这里是3米的机耕道，连小货车都进不
来，现在好了，挖好的山药直接装车运走。

公路围着产业转。12米宽的余川大道，连接多个种植佛手山药
的村湾，是黄冈有名的多彩旅游路。它全长17.8公里，2024年提档
升级后焕然一新：不仅路变宽了，两边还有路灯和红色中国结彩灯。

走进车坊村，里面有一栋特别的房屋，除了有驿站陈列馆，还有
一间助农电商直播间。“老铁们看看，这是刚从地里挖出来的佛手山
药，它的黏液非常丰富，比一般山药的口感要香糯……”匆匆洗了一
下泥巴手，彭卫星又喜笑颜开地对着镜头直播起来。直播间里除了
有新鲜的佛手山药，还有山药挂面。

一场直播下来，彭卫星收到100多个订单。“交通的便利，也增加
了山药的含金量。”他告诉记者，自己种植5亩佛手山药，以前走批发
销售为1.5元至2元一公斤，如今通过电商平台，还有自驾游客购买，
价格提升了近一倍。说话间，来自武汉的游客周鑫以每公斤16元的
价格，购买了10斤山药。

依托余川大道等美丽路网，车坊村打造美丽乡村。如今，这里不仅
有红色纪念馆，还有能供200人住宿的怡湖山庄民宿。在龙门花海景
区，春季，独有的禾雀花盛开，2024年已吸引30万游客打卡车坊村。

路旅融合，让佛手山药也搭上幸福快车。现在，3000多村民的
车坊村，家家户户种植山药，一年销售90万公斤。此外，村里新增3
家农家乐，鱼头山药汤、山药炖排骨等菜肴受到游客追捧。佛手山药
出山之路越走越宽，开发出山药面、山药麻花、山药粉等食品。

一路通、百业兴。武穴市以景引路、以路链景，构建内畅外连、路
景相融、快进慢游的旅游公路网，让“四好农村路”成为乡村特色旅游
的坚实支撑。2024年12月，在湖北推进“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
现场会上，该市交流了“四好农村路”建设经验。据悉，湖北省“四好
农村路”建设，已纳入交通运输部交通强国试点。省交通运输厅将交
通建设与文旅产业有机结合，以路为媒串起沿线旅游景点和文化遗
迹，实现交通与文旅的互利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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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管护带出3万多个岗位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戴辉 通讯员 潘庆芳

孝昌县王店镇敦厚村，山峦秀美，翠鸟鸣谷。
1月13日，和煦的阳光洒在一条7米宽的双车道村路上，路面干净

整洁，边沟无杂草。这是全长7公里的王店村路口至桃园基地的村道，
由道路养护员肖小刚负责养护、保洁。“小刚，恭喜你获得2024年度的
镇先进护路员荣誉称号。”王店镇副镇长余胜国递给他1000元奖金。

此刻，他正身穿黄色工作马甲，用铁锹铲除路边的杂草。“我也是
名路长呢。”他告诉湖北日报全媒记者，这条路哪里有裂缝、哪里易积
水他都“门清”，路面保洁虽然辛苦，但能让乡亲们和来村旅游的人出
行更方便。而且，一条好路，也是全国文明村的脸面。

肖小刚是远近闻名的孝子。以前，他在武汉一家工厂上班，每月工资
6000多元。近年来，他母亲腿部风湿病严重，几乎瘫痪在床，且上小学的
侄子因父亲去世也无人照料，于是他辞职回家照顾老小。2023年，考虑
到肖小刚的家庭困难，王店镇将其聘为道路养护员，加上村里保洁，一年
收入超过2万元。肖小刚对记者说，他希望新的一年，有更多司乘人员提
高出行素质，不再乱扔垃圾，这样可以降低保洁员的安全风险。

“好路修到家门口，管养不能掉链子。公益性岗位，成为基层护路
爱路巡查处置的中坚力量。”县乡道路总路长、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吴
明智介绍，2018年，孝昌县在全省率先推行路长制，县内设三级路长，县
领导为一级路长，乡镇政府主职为二级路长，村社区主职为三级路长。

最新统计显示，在省交通运输厅的政策引导下，湖北开发农村公路
管护就业岗位3万多个，其中公益性岗位1.57万个，促进农民群众就地
就近增收。一条条“四好农村路”，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加快城乡一
体化进程，带动农村经济发展，为广大农民群众打开了致富大门。

大川豆腐
香飘四方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戴辉
通讯员 潘庆芳 关晓波

1月7日凌晨3时许，当人们还在
梦乡时，郭安春就和妻子在大川豆腐
坊开始了忙碌的一天。

大灶膛里，木柴噼里啪啦地燃烧
着，巨大的铁锅被架在了灶上，里面装
满泡好的黄豆，颗颗饱满圆润。研磨、
摇晃、挤压、点卤、定型……十堰有名
的大川豆腐就是这样制成的。当天，
郭安春用175公斤黄豆，做好380公
斤豆腐，已被预订一空。星湖湾幼儿
园40公斤、小户人家餐馆140公斤
……新鲜的大川柴火豆腐，通过同城
配送车送进千家万户。

从十堰城区出发，沿新扩建的
209国道，开车仅10多分钟就到达茅
箭区大川镇。一条8米宽的路边，坐
落着古色古香的豆腐体验馆，里面有
石碾、大灶等豆腐制作工具以及豆腐
制作流程，研学的学生可在此体验做
豆腐的乐趣。郭安春是大川山水豆腐
第三代传承人，他说，制作豆腐的诀窍
是磨豆成浆、温度掌握、点浆时机等环
节，每时每刻都要专心和静心。因此，
他家的豆腐不愁售卖，除了风味地道，
交通的改善也是重要原因。

“以前，大川豆腐只在镇上内循
环，偶尔有城里人来开车购买。现在
道路织密成网，还越修越宽，让大川豆
腐走出大山，香飘四方。”56岁的郭安
春对湖北日报全媒记者说，去年销售
豆腐5万公斤，毛收入30多万元。他
计划今年扩大再生产，把豆腐研学旅
游搞得更红火。一旁的大川村干部杜
贤慧接着说，借助便利的交通，现在大
川有八成的家庭制作豆腐，且大部分
外销到十堰其他地区。

路修得好，更要运营好。
茅箭区交通运输局局长刘敕介

绍，在2023年农村寄递物流通过省交
通运输厅验收的基础上，2024年继续
加大农村寄递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先
后投入30余万元，新建村级寄递物流
服务网点8个，改造升级3个，实现
100%的行政村覆盖。在大川镇，大
川豆腐的衍生品——豆腐乳、豆皮、腐
竹等豆制成品，通过物流车在城里转
运中心中转，仅用3天便可抵达北上
广深等地区。豆腐企业所需的原材
料，也能通过快递进村，到达家门口。

该区通过快快合作，整合包括极
兔、中通、圆通等在内的6个快递品牌，
共同配送线路增至4条，有效降低50%
的运营成本。同时，借助客货邮融合发
展模式，利用公交车载运快递，不仅降
低运输成本，还提高配送效率，平均投
递时间缩短12小时。据统计，茅箭区
农村寄递物流共配中心日均处理快件
量超万件，惠及南部山区3500余户村
民，促进村民年增收1000万元以上。

修一条好路、造一线美景、富一方百
姓。省交通运输厅打造快递进村民生工
程，让农村公路成为老百姓家门口的致
富路、幸福路、连心路、振兴路，推动农村
因路而美、农民因路而富、产业因路而
兴，助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融

1 月 7 日，茅箭区大川
镇，郭安春将做好的大川“山
水豆腐”装车，送往十堰城
区。（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柯
皓 摄）

1月7日，孝昌王店镇敦
厚村，肖小刚在清理路旁的
垃圾。（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柯皓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