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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角 PerspectivePerspective

□ 本报记者 王 佳

□ 李文雯

乡村公路，沟通城乡，托起乡村振

兴新希望。这是目前云南省玉溪市

华宁县热火朝天进行交通建设的图

景。从城际到乡村的通达，实现了几

代人的梦想，这其中，华宁县的“四好

农村路”建设成为全省样板，全国示范

之一。

公路通到自然村

将军山下，通红甸乡三家村，作为

华宁县最小的一个自然村，有户籍人

口 4户 11人，常住人口 4人。2016

年，华宁县耗资40余万元修通了村庄

连接主干道的426米硬化路面。“现

在村村寨寨通公路，去哪里都很方

便。”王树芬边说边往三轮车上装农

家肥。路通之前，这项农活得人背马

驼，要耗费她很多的体力和时间，这

次二老表开三轮车来帮忙，半天时间

就可把原来几天才能运完的农家肥

运到地里。

通红甸乡是云南省38个革命老

区乡镇之一，也是华宁县第一个人民

政权诞生地，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让

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血脉相连。而

今，共产党人一心为民的情怀依然在

这片土地上流转。“全面小康的路上，

不能让一个群众掉队，那些不具备搬

迁条件的村子，再难也要解决他们的

生产生活问题，而交通承载着他们发

家致富的希望。”华宁县委书记黄云鹍

说。正是基于这种情怀，华宁县在财

政极为困难的情况下，自加压力，在全

国、全省提出50户以上行政村通公路

的基础上，于2016年率先提出自然村

村村通公路的目标。

根据华宁县交通局提供的数据：

2014年底，全县建制村公路硬化率仅

为33.33%，2015年~2016年，华宁县

投资2.9亿元建设了通40个建制村的

35条共363.5公里农村公路，实现了

建制村道路硬化率100%。2017年投

资5.5亿元新改建、硬化农村公路313

项826.7公里，项目全部计划于2018

年完工，届时将实现全县自然村100%

通硬化路的目标。由此，2016年 10

月，华宁县被评为创建“四好农村路”

省级示范县，2017年8月，又成功创建

“四好农村路”全国示范县。

三年时间，总投资近9亿元，建设

资金从哪里来？华宁县创新建管机

制，成立了华宁县通达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作为县政府投融资平台，成功向

社会融资2亿元、向银行贷款3000万

元；通过公开招标成功引进云南公投

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采用融资+EPC

模式建设通自然村公路及全县公路

安全生命防护工程。“县交通局作为

农村公路建设行业主管部门进行项

目计划下达、设计审批、质量监管和

日常督查检查，通达公司作为农村公

路建设管理业主，承担了公路建设项

目的勘察、设计、招投标、融资、建设

管理，使交通局摆脱了‘既当裁判员，

又当运动员’的尴尬局面，建立起了

行业主管部门、业主、设计、施工、监

理既互相监督又互相配合的质量监

管体系。”通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

事长、总经理李前说。

在政府积极作为的同时，民间的

配合和支持也是华宁“四好农村路”建

设得以完成的重要因素。“群众出房、

出地、出树、投工投劳资金估算达4亿

多元。”华宁县副县长沐华斌说。

2016年，杨艳到通红甸乡担任副

乡长，其时，通红甸仅有县城通往乡镇

一条硬化路，杨艳说：“一到下雨，乡政

府就会与各村失去联系，因为路不通

啊！”2016年3月至今，这个革命老区

新修了141公里硬化路，即将实现自

然村村村通公路的目标。在杨艳看

来，路能不能修通，取决于当地群众的

支持，按他们的统计，修路以来，通红

甸群众无偿让出柑橘15万株、土地

1600亩、房子19间、水窖46口，折价

估算近亿元。

脱贫致富大门被打开

海拔2491米的登楼山是华宁名

山，“楼山耸翠”为华宁古时八景之

一。“矗地千寻云绕足，离天尺五月当

头”诗人笔下的秀美风光带给当地群

众的却是出行难。

2016年，从宁州街道阿矣寨到盘

溪镇法底全长54公里县道的修通为

登楼山脉沿线的16个村庄打开了脱

贫致富大门。公路边，普茶寨村委会

蔬菜交易市场正在紧张地忙碌中。

这个以“集体+农户”模式筹资80万

元建成的市场每年给集体和农户带

来可观的经济收益。而支撑市场繁

荣的正是交通便利后带来的产业结

构调整。路通之前，39岁的杨林在家

栽种烤烟，这是全家的主要经济来

源。路修通了，杨林的身份由传统种

植户转变为蔬菜种植户和经纪人。

“以前路不好，白花拉到县城都颠成

黑花了，根本没人要，现在通海老板

直接开车到市场收，多的时候每天要

发出40辆~50辆东风车的蔬菜，最远

的还出口到东南亚。”杨林说。2017

年，杨林买了货车开始在蔬菜交易市

场贩菜，每年蔬菜种植加贩菜总收入

已近20万元。

“‘四好农村路’建设取得了实实

在在的成效，为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

带去了人气、财气，也为党在基层凝聚

了民心。”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底

对“四好农村路”建设作出重要指示。

农村公路的通达，带来的是产业结构

调整的底气，是群众脱贫致富的信

心。随着公路的畅通，过去种玉米、小

麦的田地逐渐种上了高附加值的蔬

菜、柑橘、冰糖橙等经济作物，2017

年，华宁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2,922元，增长10.5%。

每月的二、五、八日，是华溪镇小

寨村委会最热闹的日子，昆明、玉溪、

建水等地的游客都会成群结队沿着三

大路到小寨农贸市场赶集，品尝特色

烧烤。从三岔河到大兴寨16.8公里

的三大路是华宁县第一条脱贫攻坚

路，“以前路面只有3.5米宽，大车进

不来，我们的柑橘只能用拖拉机拉出

去卖，自去年路面改扩建为6.5米宽

后，收购商可以直接上门收购，减少

了中间环节，柑橘价格每公斤比原来

高了七八毛钱。2017年，我们的柑橘

产值是4447.8万元，农村居民人均纯

收入达到了17,666元。”华溪镇小寨

村委会主任钟应林说。路的通达还

惠及周边县份的农户，曲江河对岸就

是建水县利民乡甸尾村，他们的柑橘

也经由华溪镇的西康勒路拉到小寨和

华溪销售。

“乡村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是华溪

镇整乡推进脱贫攻坚项目的重点和难

点，也是投资最多，成效最大的。”华溪

镇副镇长普明亮说。独家村村委会拉

咱小组是处于山巅的苗族村寨，蜿蜒

而上的独拉路（独家村到拉咱）两侧，

一栋栋新建的漂亮民居让这个久居深

山的小乡村充满了现代气息。道路的

通达带来的是苗寨的繁荣振兴，是新

理念、新气象、新愿景。“以前路不通，

农产品卖不出去，建筑材料运不进来，

群众收入有限，建房购车的积极性都

不高，自2016年独拉路修通后，村里

已经有18户人家建房，30多户人家购

车，预计三年内全村76户人家基本上

家家都能住上新房。”拉咱村民小组长

王金保告诉记者。

在诸多的新房中，王绍贵家的两

层半欧式小楼显得极为高端、洋气。

这是他请弥勒市设计师设计的，连建

设带装修花了 40 多万元。“家里的

5000多棵柑橘每年能带来七八万元

的收入，建房欠下的10多万元贷款，

最多两年就能还清。”说起未来，王绍

贵信心满满。

道路通百业兴。农村公路的快速

发展，增强了城乡互动，缩小了城乡差

距，加快了城乡一体化进程，改善了农

村居住和出行环境，还有效带动特色

种养业、农村电商、乡村旅游等特色产

业发展。

通红甸乡所梅早村委会么波冲村

民小组是华宁县海拔最高的村子，自

2017年么波冲至通红甸乡岔路口5.9

公里的道路硬化后，这个有着森林、草

甸、石林的世外桃源开始被更多的人

熟知。湖南、四川、昆明等地的游客

都曾来此观光、露营。“么波冲下一步

还要搞乡村旅游，这里的民族、民俗、

美景都值得开发。”么波冲村民小组长

普俊兴说。

建管并重需铿锵前行

“四好农村路”，既要建好，更要管

好、护好、运营好，唯有如此，才能为广

大农民致富奔小康，为加快推进农业

农村现代化提供更好保障。

华宁县现有通车里程 1818.8 公

里，如何管好这些路？华宁县的做法

是，建立县有路政员、乡有监管员、村

有护路员的路产路权保护队伍，做到

农村公路路政管理全覆盖。县设路

政管理大队，乡设交通管理所，村设交

通协管站，县、乡级农村公路管理机构

设置率达100%，机构运行经费全部

纳入县乡两级一般公共财政预算予

以保障。

“养护方面，华宁县公路列养率

达100%，实现了县、乡、村三级上下

联动，管养全覆盖。通过公路养护体

制改革，2012年华宁县成立通捷养护

公司，在全市首家实行市场化运作，

承担养护大中修工程、水毁修复抢险

工程等为主的公路施工和养护任

务。”华宁县地方公路管理段段长孔

祥林说。据他介绍，目前县乡两级共

设农村公路管理养护机构10个，农

村公路养护协管员90人（户）。建立

了养护质量与计量支付相挂钩的工

作机制，做到了“有路必管、有路必

养、管必到位、养必见效”，保证了农

村公路安全通畅。同时，县政府及各

乡镇（街道）分别制定了《农村公路养

护管理办法》，各村（社区）制定了爱

路护路村规民约，制定率达 100%。

建管养多措并举下，2016年，华宁县

优、良、中等路比例达77.2%，2017年

达82%以上。

运营上，目前华宁县乡镇通客车

率达100%，建制村通客车已全部完成

审核，2018年内能实现建制村100%

通客车。在宁州街道冲麦村委会，一

辆载满乘客的公交车正准备出发，它

在途经8个村民小组后将最终抵达县

城。全县农村公路路网的建设完善，

打通了农村网络购销运输配送渠道，

构建起“县、乡、村”三级供应链式运营

物流网络，解决了由乡镇到村“最后一

公里”物流瓶颈问题，全县建制村通邮

率达100%。

然而，要真正建好、管好、护好、运

营好，华宁县“四好农村路”依然有很

长的路要走。

“养护资金不足是农村公路养护

管理中面临的最大难题。”华宁县交通

局副局长吴红光说。据他介绍，目前

县级道路每年每公里7000元，乡道

3500元，村道1000元的省级补助资

金只能保障养护员的基本工资，养护

设备和日常养护大量资金都必须由地

方支撑。由于特殊的地质地貌，2015

年~2017年11月全县农村公路水毁

直接经济损失达7958.24万元，投入

水毁修复资金614万元以上，但这些

资金依然只够抢险保通。

沿着 54 公里的阿法路绕行一

圈，记者就发现有4个路基坍塌的损

毁路面。才出县城就有一处50余米

的下沉路面让人触目惊心，“这下面

就是龙珠河，这50米的路面如果要

全部修复的话预计要500万元左右

的投资，要远远高于建设费用。”同

行的华宁县交通局质量监督站副站

长李永德说。

“华宁‘四好农村路’建设还存在

上级补助资金与项目建设所需矛盾突

出，上级项目下达与地方实际需求矛

盾突出两大问题。”华宁县副县长沐华

斌说。据他所言，通自然村建设项目

按照路基不低于5.5米，路面不低于

4.5米的混凝土路面标准建设，每公里

需要资金80万元，目前暂无补助政

策，资金全部由县级自筹；安全生命防

护工程上级补助资金为县乡道每公里

6万元、村道每公里8万元，按《规范》

实施每公里平均达20万元，县级需自

筹每公里12万元~14万元；危桥改造

上级补助标准为0.32万元每平方米，

实际建设为0.78万元每平方米。与此

同时，2015年~2017年上级下达华宁

县建设项目73个，但实际实施395个

项目，多出来的项目的实施都需要县

级自筹。

4月11日，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刘

小明调研华宁县“四好农村路”，并对

其加快“建好”、努力“管好”、聚焦“护

好”、突出“运营好”农村公路的做法给

予肯定。

“从 2014 年的农村公路硬化率

33.3%到2018年的87%，华宁的农村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发展迅猛。下一

步，要持续完善路网建设，全面提升管

养水平，深入推进路产路权维护工作，

做到路产、路村、路游相结合，以实现

道路与乡村的系统性联动发展；同时，

要依托公路建设，发展多层次、网络化

物流基础设施与物流信息系统，构建

物畅其流、快捷准时、经济合理的现代

物流服务体系，让通达的交通更好地

为华宁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华

宁县交通局局长赵刚说。

（本文配图由云南省玉溪市华宁

县委宣传部提供）

“ 四 好 农 村 路”的 华 宁 探 索

通畅的道路让村民出行更方便，干活更省力。

2018年内，华宁县自然村将100%通公路。

村村通水泥路，山区蔬菜交易方便多了。特殊的地质地貌，导致路面水毁严重，给管护带来了极大困难。

山区农村公路的普及，给华宁山村带来了新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