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护路员黄仲国在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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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岚皋县域纵横

罗凯 摄影

工人正在焊接县城一桥桥面钢筋构架。

11 月 1 日，灿烂的阳光照耀在巴山上，那些红的树、黄的叶，顿时显得生动活泼起来。
在深深浅浅的颜色搭配下，在潺潺溪流的点缀中，这漫山林海便成了一幅绝妙的画。 蜿蜒
盘旋的沥青路像是从天而降，轻轻安放在林间，婀娜迷人。 这是笔者近日在岚皋县四季镇
境内所见壮美一幕。

近年来，岚皋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四好农村路”指示精神，按照县
委“一个统揽、四县战略、八项行动”要求部署，把“建好、管好、护好、运营好”农村公路作
为最大民生、民心、德政工程来抓，按照省、市交通部门要求和“出境公路高速化、干线公
路二级化、通镇公路三级化、村级公路网络化、城乡运输一体化、管理养护精细化”思路，
翻开了农村公路利民惠民崭新一页。

建好农村路，带动大发展

时下，走进四季镇—神河源—千层河—石门镇公路，可以看到，工人们正忙着“查漏
补缺”。 在四季镇月坝村，一群工人正支模架桥，修复水毁路基。 在神河源至千层河景区公
路上，工人们正给弯坡道涂防滑料、铺陶瓷颗粒，“涂了铺了以后，既美观，又防滑！ ”施工
队长祝恒卓说。

“曾经，山大沟深，交通不便，是制约我县出行、交流和发展的最大‘瓶颈’。 新中国成
立后，尤其是近年来，这一局面得到很大改变。 如今，安岚高速已建成通车，西渝高铁正在
到来，县、镇、村、组、户硬化路互联互通。 ”岚皋县交通运输局党委书记、局长唐子均深有
感慨地说。

岚皋结合全国首批全域旅游示范县创建要求和县上“交通围绕旅游促通达”部署，按
照“建设秦巴山区综合交通枢纽”目标，确定以“打开通道、完善路网、提升功能、支撑发
展、促进振兴”工作思路，争分夺秒，高质量建设，截至 2021 年底，全县公路总里程 1983.7
公里，其中：高速公路 61.66 公里，国道 156.58 公里，省道 12.24 公里，县道 217.34 公里，乡
道 303.32 公里，村级道路 1232.56 公里。

11 月 1 日，在石门镇至千层河景区公路边田地里，大河村党支部副书记胡开江正带
领村民们栽植油菜苗。 “这都跟这条路修好了有关。 以前路坑坑洼洼，都不愿从这走。 自
从 2020 年双车道沥青路铺好后，客流量就多了，我家 50 亩冬桃两三天就被游客前来采购
一空，今年，我们又扩种了 100 亩冬桃，并流转了这十几亩地种油菜，到时候，不仅可以收
籽榨油卖，开花时节，还会和桃花一起成为一道景观，吸引人们前来旅游，带动当地发
展。 ”胡开江介绍。

据统计，公路的提等升级和互联互通，共带动沿线年发展魔芋、茶叶、猕猴桃等生态
特色种植业 25 万亩、粮油作物 24.4 万亩以及全县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增收 3600 余元
和年接待游客 473 万人次、创综合收入 30 亿元。

管好农村路，安全又有序

管好农村路，需要压实各方责任。 岚皋在全面压实县、镇、村三级路长、警长、督查长
“三长治路”责任的基础上，在各镇设立农村公路管理所，下拨专项资金，配备公益性岗
位。 各村制定村规民约，向群众宣讲公路养管质量好坏与群众切身利益，明确护路爱路的
奖惩措施，做到护路爱路人人参与、人人受益。

岚皋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是这一工作的专职专责机构，大队长刘斌介绍，大队

业务范围包括运政、路政、水政和工程质量监督执法，确保道路和运输安全有序。
当事人程某在未取得道路交通运输许可证的情况下，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性能堪忧的

车况直接影响乘客生命财产安全。岚皋县交通运输局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将程某这一行
为查了个现行。 执法人员通过远赴江苏、近到 3 个镇数十名乘客家中走访，一举查实程某
非法运营行为。

程某受到相应处罚，运营生态得到进一步清朗。
仅 2022 年上半年，岚皋就查出非法营运、道路超限超载等问题 10 起，依法打击侵犯

路产路权行为 2 起，查出“三无船舶”2 艘，勒令建设工程质量整改 6 处。
公路建设中，岚皋严格落实交通运输部建设计划、补助政策、招投标、施工管理、质量

监管、资金使用、工程验收“七公开”，严把在建工程质量检测和竣工验收关，严控质量管理
程序，加大监管频率，全面推广标准化施工和第三方质量检测，全县交通竣工项目一次性
验收全部合格，运输领域连续 20 年未发生较大及以上安全责任事故。

与此同时，通盘考虑周边安全、施工安全、生态修复、统筹利用等因素，科学合理施工，
达到“1+N=∞”效果。建设中的全胜寨景区公路入口不远一山坳里，本是弃渣场，已被层层
叠叠建设为一处停车场、观景台。民主镇银盘村二组村民任云朋，正加紧装修房屋，准备开
农家乐。 “停车场有了，条件就有了！ ”任云朋笑着说。

护好农村路，畅通又美丽

10 月 29 日，笔者在四季镇通往神河源的公路上见到正在扫落叶的护路员黄仲国。 今
年 58 岁的他，着一身橘红色的工作服和帽子，脚下是黑黝黝的沥青路，路边是黄灿灿的树
叶，身后是层林尽染的大山，活脱脱一幅风景画。

黄仲国介绍，他已进入道班工作 28 年，负责 3 公里路段维护，包括扫路面、捡石块、清
水沟、铲草皮等，每周至少来 3 次，每次都要从 7 点多忙到下午 3 点多才能结束。 “虽然每
年工资只有一万多元，但是很乐意，因为这些年来我对这路有了感情，它们就像我的孩子
一样，把它们打扮漂亮了，人家夸，自己看着美，心里就舒服！ ”黄仲国笑道。

针对山区道路受暴雨、洪水、泥石流等自然灾害袭击多、抢修难、抢通慢的问题，岚皋
制定出台《岚皋县农村公路管理办法》《村组道路应急抢险资金管理办法》等，实行“县道县
管、乡道镇管、村道村管”，将农村公路管理纳入全县年度目标责任考核内容，经费全额纳
入财政预算并逐年增长。 大力推进农村公路养护规范化、精细化、专业化，通过旬巡察、月
考核、季通报等方式，压实 178 名路长和 413 名护路员责任，确保道路安全通畅。

为把道路施工对生态的影响降到最低，岚皋交通运输局按照县委、县政府“十个围绕
抓全域旅游”部署，要求道路建设不仅要促通达，还要出景点。 高标准、严要求生态修复道
路两旁及上下护坡，实行交通、林业、旅游等部门联合踏勘、设计、植绿，实现路随景移，景
随路现。

岚皋县城巴山珍稀植物园就是其中的代表。 2016 年，一条贯通耳扒山的二级路建成
通车。 县上决定，顺势在耳扒山建一座植物公园，既修复生态、又加固山体，还出景点。 如
今，这座占地 500 亩、有 200 多种巴山珍稀植物的公园已成 AAA 级旅游景区，日均接待游
客超过 3000 人。

据统计，到 2020 年底，全县 1983 公里公路旁，人工绿化段超过 1000 公里，打造小花
园、小公园、小凉亭 400 余处，建设观景台 300 余处、招呼站 100 余个。

运营好班线，出行更便利

家住汉江边的岚皋县民主镇柳林村村民湛新春，一提起现在的交通，就竖大拇指。 因
为，自 2019 年 10 月起，坐车到镇再也不用遇、等，而是打个电话就有车来接。

事情还要从几年前说起，随着私家车增多和老式面包车客运许可到期，以及国家对通
村客运车辆安全要求的提高，村民出行出现两种现象，一是有车的越来越方便，一是没车
的坐车越来越难。 针对这一情况，县上根据实际，召开专题会议，按照一村一客车标准，通
过公开报名、审查、公示，选取 52 辆车况良好、驾驶经验丰富、驾驶技术过硬的车辆和人，
在 39 个未在道路交通主干线、地理位置偏远村，实行电话预约响应服务和一周到村两次
解决村民出行问题，政府给予每车每年 5000 元差额补贴。

“每到周五，我们村客运司机胡才祥就到镇上租赁房楼下接我们，到周天，又准时到老
家门口送我们，真是服务好，又方便。 ”湛新春介绍，他和妻子在镇上租房供孩子上学，家里
又有老人，还有种植和养殖业，哪样都不能耽误，所以“两头跑”就成了家常便饭，车就成了
关键。 “现在有了‘通村专列’，来去再也不用愁了。 ”湛新春表示。

“我们的电话号码、车牌号、运行时间，在村民微信群里都有公布，县交通局还印有我
们的名片，发给大家。”胡才祥说：“村民如果有急事，哪怕一个人，也要跑。很多村民以前骑
摩托车出行，现在都改为乘车了。 ”

近年来，岚皋投资 6000 万元建成县城二级客运站 1 座。 整合组建新的乡村客运公司
1 家，投入清洁能源出租车 47 辆，实现 136 个建制村（社区）100%通客车。 公交线路从无到
有、从近到远，运营线路达到 5 条 58 公里，同里程价格较原私乘面包车下降 80%，并全面
取缔了“黑三轮”。

今天的岚皋农村路，正在党的二十大精神指引下，进一步延伸、拓展、规范，像条条玉
带，舞起人们幸福生活的春风，筑起 17 万岚皋儿女增收致富的坦途。

安岚高速公路岚皋互通式立交。

（本版图片由陈延安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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岚皋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人员与交警
联合执法。

岚皋县城二级客运站。 集镇交通显著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