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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水平建设四好农村路，彰显“嘉”速度
顾志鹏 周天澍

地嘉人和，因路而兴。在红船起航地嘉兴，“四好农村路”发轫于“康庄工程”，串联起城乡一体，助力共同富裕之路越走越宽广。

城乡一体共富路。在“八八战略”指引下，嘉兴市紧紧围绕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统筹推进城乡一体发展，全力深化党建引领,加快创新融

合，不断提升公路品质，为打造“重要窗口”中的最精彩板块、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典范城市提供坚实的农村交通运输保障。

城乡一体“嘉”速度。20多年来，嘉兴市先后实施“康庄工程”、联网公路建设等系列工程，2005年实现全市“村村通公路”，2008年基本建成纵横相

通的农村公路网络，2011 年在全省率先启动农村公路改造提升工程，2018 年启动高水平建设“四好农村路”三年提升行动，2021 年完善建立了农村公

路“路长制”，全市农村公路经历了从通达、联网到提升的三大跨越式发展。截至2022年底，嘉兴全市农村公路总里程达7502公里，占全市公路总里程

的91%，农村公路密度达到1.9公里／平方公里，农村公路密度居全省首位。

交通先行示范路。嘉兴全市共成功创建“四好农村路”国家级示范县2个、省级示范县5个，下辖的嘉善县以高水平的统筹发展荣获城乡交通运输一

体化国家级示范县称号，南湖区成功入选“四好农村路”全国示范县创建单位，南湖区七沈公路获评交通运输部十大最美农村公路。

一条条美丽公路，物畅其流，人享
其行，连接城乡，迈向共富。

共同富裕，交通先行，海盐县抢抓
高水平交通强省建设和一体化发展战
略机遇，加快健全现代综合交通运输
体系，以“四好农村路”示范县创建为
抓手，落好建、管、养“三颗子”，下活运
营“一盘棋”，扎实推进“四好农村路”
工作，为奋力打造“重要窗口”、共同富
裕示范样板展现先行担当。

截至 2022 年底，海盐县公路总里
程为 1007.997 公里，公路密度达 188.5

公里/百平方公里，其中农村公路里程
为 925.253 公里，占比 91.8%。全县 9
个镇（街道）均成功创建省级规范化乡
级农村公路管理站，三级及以上公路
通达率 100%，建制村通双车道比例达
97.4%，位居全省前列。

一是加大建设力度，完善路网体
系。“十三五”期间，先后新改建武袁公
路、滨海大道、乐园路（融创大道）、核
秦线等农村公路 58.6 公里，累计完成
投资约 31 亿元；提档升级农村公路
330.5 公里，总投资 8.1 亿元；成功创建
省、市级精品示范公路 6 条共 96.4 公
里，最美入城口5个。“十四五”以来，又
逐步启动盐于公路改建工程、七沈公
路新建工程、核海公路改建工程，不断
打造畅通美好的出行环境。

二是优化科学规划，提高养护水
平。根据路况检测数据下达任务及明
细，优先实施次差路段维修改造，强化
项目实施过程中的行业管理，“十四

五”以来共提档提升农村公路 169.7 公
里，总投资 6.2 亿元，不断提升全县农
村公路整体路况水平。在2022年全省
农村公路路况检测中，优良中等路率
排名全省前列。

三是深化养护体制改革，理顺长
效管理机制。全面落实县级、乡镇人
民政府的主体责任，构建“党政领导、
部门协调、社会联动”的工作格局。继
续推行好路长制，全县312名路长对管
辖路段进行不定期巡查，及时解决农
村公路建设养护和运营管理等方面的
问题；持续加大治超工作力度，会同公
安、综合执法等部门联合开展常态化
工程运输车辆专项整治，打造畅通、洁
净的公路通行环境。

四是聚焦城乡共融，不断深化城
乡公交一体化数字化改革。该县开行
公交线路 57 条，1 公里行政村公交通
达率达 100%；完成农村公路站立式公
交车安全隐患治理，2022 年底新能源

公交车比例已达97%；2014年以来，在
全省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水平评价中
一直保持在 5A 级水平。推进客货邮
融合发展，雪水港农村驿站客货邮融
合服务点即将投入运营；推进“最多跑
一次”向交通公共领域延伸，完成白苎
服务区提升工程，客运中心启用人脸
识别系统，完成换乘长廊改建，建成
525 国道“司机之家”，促进运输行业健
康稳定发展。

下一步，海盐县以创建“四好农村
路”示范县为抓手，以农村公路路网结
构显著改善、路况水平显著提升、安全
通行条件显著提高、美丽里程比例显
著增长的“四个显著”为目标，不断提
升农村公路建、管、养、运水平，全力打
造 高 品 质“ 四 好 农 村 路 ”，实 现

“12360”交 通 圈 ，助 力 构 建 安 全、便
捷、高效、绿色、经济的现代综合交通
运输体系。

（徐静）

海盐：落好建、管、养“三颗子”，下活运营“一盘棋”

“古有梧桐，凤凰来栖”。桐乡
寓意“梧桐之乡”，经济发达、产业特
色鲜明，是浙江省首批工业强市，亦
是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和省全域旅游
示范市。

近年来，桐乡市立足乡村振兴战
略，坚持以建设“惠民路、富民路、便
民路、景观路”为目标，不断促进交
通与文旅、农业、工业等深度融合，
突出打造独具桐乡特色的精品示范
公路，为建设美丽幸福新桐乡提供
基础支撑。

以路兴产，路旅融合。桐乡以公
路带产业，以产业带经济，推进区域
资源有机整合和产业深度融合，以
新建、提升改造、养护、大中修方式，
打造了集人文景观、文化旅游、景点
串联于一体的精品示范路，将产业
园区、旅游景区、特色乡村、民宿经
济等串珠成线，有力带动了特色农
业观光游、乡村自驾游、休闲度假游
等旅游业快速发展，全面助推乡村
振兴。同时，依托全市已建成特色
精品村 17 个、A 级景区村庄 35 个，
完 成 美 丽 公 路 精 品 示 范 走 廊 建 设
93.6 公里；着力打造“醉里吴越千金
路”“骑星协力乡风路”“果菊飘香子
恺路”3 条精品线路，实现美丽乡村
向美丽经济蝶变。

管养创新，激发活力。随着农村
公路保洁管理划归“四位一体”负责
后，农村公路的管养重点也转至日
常养护、大中修、路产路权、红线控
制、交安等管养工作上，逐步形成了
统管统养和市场化两种管养模式，
实现农村公路长效管理。

值得一提的是，桐乡将高水平
建 设“ 四 好 农 村 路 ”等 纳 入 镇 、街
道 综 合 交 通 工 作 考 评 范 围 ，重 点
对 责 任 落 实 、建 设 质 量 、工 作 效
率 、资 金 到 位 等 情 况 进 行 监 督 考
核 。 同 时 ，发 挥 考 核 正 面 激 励 作
用 ，对 成 绩 突 出 的 单 位 和 个 人 进
行表彰奖励。

城 乡 一 体 ，公 交 惠 民 。 早 在
1998 年，桐乡就实现村村通公路，
2007 年实现村村通公交，率先实现
建制村通客车率 100%、城乡道路客
运车辆公交化比率 100%，城乡道路
客运一体化始终保持 5A 级水平，实
现城乡公交一票制和移动支付全覆
盖，实现群众出门有车坐、镇镇有站
场、村村有站点、监管有平台、服务
有标准。不断提升公交智能化、清
洁化水平，新购置清洁能源公交车
辆 148 辆，新购置车辆已安装卫星
定位装置、智能视频监控报警装置、
驾驶区防护隔离设施、移动支付设
备。

实施数字化公路建设，推动高
质量发展。在羔羊大桥、姚匠桥、
西双桥、大麻桥、桐星大桥县道桥
梁 安 装 的 动 态 实 时 自 动 监 测 分 析
与 报 警 系 统 已 顺 利 完 成 前 期 在 线
运营，实现公路桥梁结构安全动态
的实时监测和安全评估，该工程入
选嘉兴市级工作创新项目。同时，
搭建智控监管平台，实施出租车智
能化改造。

“风雅桐乡”，美丽蝶变。目前，
桐乡市农村公路总里程为 1814.32
公里，其中县道 344.28 公里、乡道
565.86 公 里 、村 道 904.18 公 里 。
2017 年成功入选全省首批“四好农
村路”示范县，并先后荣获全省农村
公路改造提升工程优秀县、首批省
万里美丽经济交通走廊达标县，管
养县道姚太线和乌镇大道也分别被
省评为“精品示范路”和首届“十佳
最美自驾公路”。

（李姚琴 朱奕峰 张屹）

“四好农村路”托起“风雅桐乡”美丽梦

金平湖，自古以来就是浙北平原上
一颗璀璨耀眼的明珠。如今，平湖乡村
因路而美，产业因路而兴。

和美乡村共富路。近年来，平湖
市以创建“四好农村路”示范县为抓
手，全面推进全市农村公路“建、管、
护、运”协同发展，进一步提升农村基
础设施和公共交通服务水平，为乡村
振兴和共同富裕提供强有力的交通运
输保障。

截至 2022 年底，平湖市内公路总
里 程 达 到 1150.953 公 里（ 县 道
238.826 公里、乡道 319.3 公里、专用公
路 10.52 公里、村道 487.859 公里），基
本实现全面通达。所有镇、街道均已
通三级及以上公路，城乡公交一体化
率 100%，建制村满足通四级双车道及
上公路比例为 95.1%，超过全省平均
值。

为进一步加强农村公路建设，平湖

市累计投入建设资金约 20 亿元，共完
成 165.85 公 里 农 村 公 路 提 升 改 造、
277.16 公里农村公路路面维修、409 座
农村公路危桥改造工程，有效提升农村
公路道路等级、通达深度、覆盖范围、路
况水平和路域环境等，公路数据库中已
经全部为等级公路。

为加强和完善农村公路管理养护，
平湖市出台《农村公路管理养护办法

（试行）》，落实农村公路养护逐步向规
范化、专业化、机械化、数字化、市场化
方向发展。积极推进市、镇（街道）、村
三级路长制，建立“精干高效、专兼结
合、以专为主”的管理体系，制定日常巡
查及应急处置机制，有效解决突出问
题。

为提高城乡公交一体化水平、完善
农村公路配套设施、降低农村物流成
本，平湖市推进互联网与农村客运深度
融合，全面推行电子支付、电子站牌与

城乡公交App等电子服务。优化公共
自行车服务体系，加大农村客货邮融合
发展和货运物流数字化改革力度。加
强农村公路配套服务设施建设，因地制
宜配置汽车充电桩、零售点等设施。按
照“多站合一、一点多能”的模式，整合
资源提高镇级综合运输服务站和村级
物流服务点的覆盖范围。

一路风景，一路欢歌。值得一提的
是，平湖市围绕产业发展、特色小镇、科
创园区、历史文化名村和美丽乡村等，
通过坚持高质量设计理念，以路况为依

托、以绿化为外景、以文化为内涵，坚持
“生态性、功能性、景观性、标志性”原
则，整合景区村庄的停车场、公路沿线
站房、农家乐和公共设施等资源，配套
建设农村公路步行、骑行等慢行系统，
营造更生态、低碳、环保的绿色出行环
境，将农村公路建设与文旅产业发展相
结合，建成市级美丽乡村风景线 9 条，
串联旅游景点 50 余个、美丽乡村精品
村25个，全长182.28公里，总投资超过
7亿元。

目前，平湖市钟埭街道、曹桥街道、
新埭镇、新仓镇、广陈镇、林埭镇、独山
港镇和当湖街道等 8 个镇街已成功创
建嘉兴市“四好农村路”示范镇，实现示
范镇创建全覆盖。接下来，该市将出台
五年行动实施方案，到2027年，先后创
建成为“四好农村路”省级示范县和全
国示范县。

（章晨蕾）

平湖：“四好农村路”铺就城乡金色大道

海盐县天沈线

钟溪棹歌·隐世田园精品线

（（图片由平湖市公路与运输管理服务中心图片由平湖市公路与运输管理服务中心、、海盐县公路与运输管理服务中心海盐县公路与运输管理服务中心、、桐乡桐乡
市公路与运输管理服务中心提供市公路与运输管理服务中心提供））

桐乡县道姚太线

“新的墙必须要加梁处理后才能
砌，万一以后出现楼面坍塌就麻烦
了。”近日，住在义乌市稠城街道稠州
府的何先生来到“红邻角”说事议事厅
反映，其楼上住户把厕所墙拆掉后移
位扩大十厘米并重新砌了一面墙。了
解事情始末后，相关工作人员马上赶
到现场去查看。经多次调解，何先生
与楼上住户最终达成和解，对方同意
将卫生间恢复原貌。

2020 年年底，稠城街道率先创新
建立“有事找社区、就近找网格”服务

机制，实现“大事全网联动、小事一格
办理”。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稠城
街道已累计解决群众各类问题 2 万多
条，涵括代办服务、矛盾纠纷、健康卫
生等类别，群众满意度测评达 99%以
上。今年以来，街道根据各社区实际
情况因地制宜谋创新，全力推动“有事
找社区、就近找网格”服务机制迭代升
级，通过打造家门口的“说事议事厅”，
努力让小区居民“话有地说事有人
管”。

稠城街道下车门社区党委书记周

华跃介绍，“红邻角·说事议事厅”由社
区相关两委班子成员担任负责人，成员
有党员志愿者、退役军人志愿者、业主
志愿者及物业人员组成。议事内容涵
盖居民需求、民生服务、综合治理、矛盾
纠纷、环境文明、物业管理等方面，议事
方式包括现场办公、线上说事、民情恳
谈等。这里既是小区的服务活动阵地，
也是化解小区居民诉求的协商平台。

为了推动就地解决小区居民的“急
难愁盼”问题，下车门社区量身打造了

“五事工作法”和“三事三治”机制，力促

事情大家议、服务大家评、决策大家
定。即听邻说事、请邻议事、帮邻办事、
让邻知事、由邻办事；倡德治树新风，化
解“小区事”；讲法治立规矩，化解“楼宇
事”；推自治促民主，化解“居民事”。

社区会不定期组织相关群体开展
“家门口聊天议事”，就社区热点、小区
重点、居民难点问题充分听取和征求
大家意见建议。在相关部门和共建共
驻单位的大力支持下，及时解决小区
难题，尽量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小区，将
问题解决在社区。

去年，约 1000 平方米的卿悦府小
区党群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涵盖会议
室、办公室、活动室、阅读吧等空间，一
站式满足小区居民协商议事、健身休
闲、阅读观影、文化活动等需求。“居民
点单，小区派单，平台接单。”在该服
务中心的墙上，“卿悦府三方协同工作
机制”出现在醒目位置，上面不仅有清
晰的组织架构，还详尽列出菜单式服
务的内容、步骤。一年多来，卿悦府积
极打造“党支部+业委会+物业服务”三
方协同治理制度，构建小区微治理共

同体，推进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
层下移。

此外，卿悦府小区还成立了“小巷
银星”志愿服务队、“小巷管家”团队
等，通过开展志愿服务、上门走访、调
解矛盾、政策宣传等举措，让小区居
民“身边能找到党员、有事能找到组
织、活动能找到阵地”。“我们要最大限
度把群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推动党
建引领基层治理向纵深发展，积极打
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义
乌市稠城街道党工委书记吴爽表示。

拓展党群服务微阵地 构建小区微治共同体

义乌稠城街道创新打造家门口的“说事议事厅”
林晓燕 何贤君

自查发现黑臭趋势后，“地毯式”
排查 4.6 公里管网、全年清淤 4 万立方
米，并增设活水泵站，实现水质再提
升⋯⋯这是近期发生在绍兴市柯桥区
杨汛桥街道的一场真实的“治水保卫
战”。据了解，今年以来，杨汛桥街道
已累计排查涉水问题 114 处，整改率
达98.2%。

这是绍兴市深入开展五水共治“找
短板寻盲区查漏洞挖死角”专项行动的
缩影。“我们的目标是通过自查、整改、
督查的形式，进一步推动涉水问题发现
机制落地见效，及时消除各类黑臭水体
风险隐患，确保水生态环境全面提升。”

绍兴市治水办相关负责人说。
为实现涉水问题即时排查和常态

化闭环整改，绍兴市对各类问题进行
“集体审查、共同认定”，按照影响程度
和整改难度，建立动态问题数据库和
四张清单。排查整治行动滞缓、群众
投诉较多的乡镇（街道），工作不负责、
履职不到位的河（湖）长，还会受到媒
体曝光。

“通过这一举措，各地主动发现、
整改水生态环境问题的动力大大提
升。”绍兴市治水办相关负责人说，
2023年绍兴市“找寻查挖”专项行动累
计 发 现 重 大 问 题 141 个、一 般 问 题

3567个，整改率已达97.98%。
在督查中，绍兴市上虞区汤浦镇

藕塘（珠湖）被发现水体浑浊、黑臭，放
养有大量家禽等问题。该镇迅速采取
措施，在做好问题点位整改的基础上，
举一反三对其余河道、池塘等进行全
方位摸排。同时，组织工作人员常态
化开展巡查工作，全力确保“找寻查
挖”不留死角。

而在绍兴市越城区斗门街道，护
水技术组在下水道巡检中用上了“管
道检测机器人”。该设备可将管道内
的情况以图像、视频的形式实时传回
检测人员的电脑上，便于进一步分析

研判，找出问题症结，确保清疏不留盲
区、不留死角。目前已发现多个问题，
整改率超过95%。

治水应从“治标”向“治本”迈进。
今年夏季，绍兴在“找寻查挖”中发现，因
为气温偏高，部分水体有爆发蓝藻的趋
势。通过多方讨论，《绍兴市蓝藻防控工
作方案》随即发布，明确要形成“事前有
计划、事中有反馈、事后有结果”的工作
体系，将关键问题转变为治水机遇。

一场投入大、覆盖广的蓝藻“攻坚
战”就此拉开帷幕。各区、县（市）纷纷
围绕核心、重点水域上游之中蓝藻爆
发风险较高水域实施水生态修复工

程，同时有序推进应急预案、“一点一
策”防控方案的编制落实等等，种种举
措进一步提高了全市蓝藻风险防控能
力水平。

随着“找寻查挖”专项行动的深入
推进，绍兴水环境质量高位提升，水生
态健康有效改善。全市11个国控断面
水质达标率为100%；25个省控及以上
断面Ⅰ—Ⅲ类水比例为 100%；128 个
县控及以上断面中Ⅰ—Ⅲ类水比例为
100%。8个县级以上城市饮用水水源
地水质达标率保持100%。

如今，绍兴正在收获治水带来的
丰厚回报。如嵊州市贵门乡积极做

好优质水资源的保护利用文章，因地
制宜大力发展文旅产业，已形成赏
荷、避暑、戏水、露营、溯溪等多个文
旅网红“打卡点”，将美丽资源有效转
化为美丽经济，实现了村民增收，集
体致富。

“以‘八八战略’为总纲，围绕我省
提出的五水共治‘新三五七’目标，我们
会继续高标准实施城镇‘污水零直排
区’建设攻坚行动，加快补齐治水基础
设施短板，切实消除各类黑臭水体风险
隐患，有效遏制水环境污染事件发生，
着力夯实绍兴治水形象和美丽浙江成
色。”绍兴市治水办相关负责人说。

绍兴：五水共治“找寻查挖”厚植水韵底色
金燕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