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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设计生态路

姑蔑古风，灵溪新径，美若游龙。
一侧是竹海，一侧是江水，每逢雨

天，田园村舍山雾缭绕，车在林中，路在
绿中，人在景中⋯⋯灵山江沿江公路路
线起始于龙游县方家仓，沿线经过官潭
村、渡贤头村等 9 个行政村，终点接溪毛
线，全程约24公里。

为进一步推进当地“两江走廊”的文
旅融合、交旅融合，打造灵山江沿江公路
人水和谐示范带，灵山江沿江公路依托
上游六春湖湿地公园、龙潭瀑布等 20 余
处景观，结合沿江史前青碓遗址、宰相
墓、状元桥等丰富历史遗迹，串联起了

“史前稻作文明”“灵山古堰”“龙游八塔”
等 6 大主题历史文化景点。深挖沿线特
色资源，全面彰显生产生活生态、宜居宜
业宜人、创新创业创造的产城人景文一
体发展格局，全力打造“衢州有礼”诗画
风光带的重要节点。

这条路与龙游母亲河——灵山江相
依而建，秉持“路与生态”的和谐理念，形
成道路通景、巡防护景、绿道串景的共享
共用之路，以一流公路环境和通行品质
全面打造品牌示范路。

在设计创新上，灵山江沿江公路突
破常规，以生态选线、文化选线、应景选
线结合依山就势，将道路融入村庄、山
水，采用串景、借景方式，不刻意造景，杜
绝大开大挖，探索人工建设与自然元素
的平衡。挖掘当地特色，保留山体上的

“迎客松”，梳理灵山江水系和沿岸山系
自然风貌，重点发展石角漂流项目，进一
步带动沿线文旅产业发展，激发乡村活
力，开启生态保护、公路建设和区域发展
相融合的新篇章。

助力乡村风貌提升、生态宜居，该公
路建设过程中拆除了部分沿线村民的附

房，并结合沿江风光带进行景观提升，部
分村民也借此机会对老房子进行了装
修。特色民居加上当地百姓的一手好厨
艺，打造了一批“网红打卡地”农家乐，吸
引了大量前来公路骑行、风光摄影、周末
打卡的游客们。现在，灵山江沿江公路
沿线的村容村貌、路容路貌变成一道道
美丽乡村风景，群众幸福感、获得感、安
全感大幅提升，俨然一幅“一户一处景、
一村一幅画”的和美景象。

平安共享民生路

灵山江沿江公路的美，美在绿水青
山间，更展现了龙游围绕“一坚持，两服
务”建设农村公路，攻坚农村公路短板的
生动实践。

坚持从群众需求出发，每年将“四好
农村路”建设列入“为民办实事”项目，近
年来，龙游全面提升农村公路治理能力，
相继出台《高水平建设“四好农村路”实施
方案》《关于进一步完善农村公路“路长
制”的实施意见》《龙游县农村公路管理养
护办法》等近 10 个管理办法，涵盖了路
政、资金、项目、基层治理等方
面，构建了符合当地实际的

“四好农村路”管理机制。
结 合 农 村 公 路

县、乡、村三级路长
制，龙游将“四好农
村路”管理纳入龙
游县基层治理“四
个平台”，进行信
息化、网格化管理，
充分发挥乡镇、村
两委和村民的主体
作用，确保农村公路主
体 责 任 落 实 到 位 。 同
时，进一步强化路警联动，
实行“四班三运”24 小时不间断
执法，采取固定治超与流动治
超相结合、科技治超与传
统治超相结合、源头治
理与路面执法双管齐
下，有效打击超限
超载。

不 断 健 全 农
村公路管养保障，
当地探索以“小财
政”建设“大路网”，
实行道路建设“ 三

服务”，义务提供测量服务，技术指导贯
穿项目始终，实行“管养分离”。目前，全
县农村公路县道养护已完全采取市场
化、专业化作业，乡、村道也在逐步进行
市场化转型。

高 效 开 展 农 村 公 路 运 营 服 务 ，在
2014 年重组企业和 2016 年试点先行的
基础上，龙游在全县范围内实行城乡公
交一体化。县政府每年补贴 5000 多万
元，在全县范围内（包括农村）普及“两元
一票”制，老年人和“五类人员”乘公交均
能享受减免政策。探索形成“共享分拣、
集中配送、联收联投”的乡村物流运营新
模式，建成了县乡村三级农村物流共配
体系，实现全县快递直投到村业务覆盖
率100%。水路运营方面，2019年1月龙
游港区率先开港，相继开通嘉兴、杭州、
江苏、河南、山东等多条省内外航线和至
嘉兴乍浦集装箱固定航线，港区吞吐量
从2019年的60余万吨跃升至2021年的
309 余万吨，2022 年超出 350 万吨，为全
县多式联运打开良好开端。

引领发展致富路

新公路引领新经济。
蜿蜒的灵山江沿江

公路犹如一条黄金大
道，为全域旅游、乡
村 振 兴 注 入 了 源
源不断的活力。

依托“两江”
山 水 生 态 优 势 ，
当地加快“五业五
区十园”特色产业

布局，大力发展“一
鸡一渔一茶一药一盒

故 乡 ”五 大 特 色 产 业
链。“公路+”助力乡村共富

共享，铸成人气旺盛的“幸福”走
廊，促进区域公共服务均衡

配置、农民收入持续增
长、生活条件显著改

善。
2022年10月，

灵山江公路建成
之后，沿线的龙和
渔 业 园、溪 口 老
街、龙山运动小镇
及周边民宿游客
量大幅增加，带动

当地个体经济蓬勃发展。此外，南部山
区的茶叶、竹笋、发糕、清明粿等特产和
小吃，也纷纷通过灵山江沿江公路销往
外地，逐步打开土特产上行通道，在助农
增收的同时盘活存量资源。

“公路+”助力乡村产业兴旺。近年
来龙游不断完善南片路网，交通基础设
施愈发完善，龙和渔业创始人龙游“80
后”张双其在全县推广“龙和养殖模式”，
目前已累计培训 3000 余人，带动 1000
多农户发展水产养殖业，助农增收 3500
万元。他还提出“村集体养鱼”的共享发
展新模式，与 4 个村集体建立合作关系，
这 4 个村集体每年可合计增收 50 万元。

龙和这条“致富鱼”通过便利的交通路
网，游遍千家万户。

灵山江沿江公路在实现交通资源共
享的同时，放大了周边特色文旅产品优
势，带动了产业集群内沿线乡村、景点新
增游客数十万人次。2022 年六春湖门
票销售 5.3 万人次左右、总收入约 950 万
元，3A 级村新增就业人数百余人，新增
民宿 5 家，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
长 10%，极大推动了溪口镇一江两岸千
年古城复兴项目、六春湖龙之梦项目的
落地进度，为衢州有礼“诗画风光带”全
域旅游发展、助力乡村振兴注入了新契
机。

公路沿线还有丰富多元的业态为群
众提供多样化服务配套，十里荷花、竹筏
泛舟、水鸟戏栖、龙游商帮建起的古码
头、水碓坊、放生池等勾勒出一幅江南水
墨画；围绕“乡愁、乡貌、乡里、共享、创
业、田园、健康、教育、交通”等九大场景，
沿线推动各村资源整合、优势互补、错位
发展；系统联动“两江走廊”文化娱乐休
闲活动，打造集娱乐休闲、全民健身、艺
术表演为一体的综合服务“阵地”。

以路带产，促效增收，通过“公路+产
业、文化、旅游、生态”的模式将沿线资源
串珠成线，释放“公路+文化旅游、驿道旅
游、乡村旅游、生态旅游”新动能⋯⋯龙
游县交通运输局杨姜成说，未来，灵山
江沿江公路将积极响应“碳中和”理念，
大胆引入新技术、新能源、新模式，将生
态、环保理念植入公路发展理念，建设

“灵山江—绿春湖”低碳共享旅游专线，
打造浙西第一条低碳诗画山水文旅“两
江走廊”，为高质量建设“四好农村路”
提供新支撑、为探索实现共同富裕带来
新突破。

灵山江沿江公路——山脚底段

乡村道路之美，不只是畅达。

近年来，衢州市龙游县坚持党

建引领，积极探索“以路带产、以产

兴业、路产相融”发展模式，以“建

好、管好、护好、运营好”农村公路为

总目标，助力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

裕。龙游高质量开展“四好农村路”

示范县创建，科学优化农村路网体

系，5 年来，新改建通乡镇景区公路

60 公里、提升改善农村公路等级

305 公里、新建联网路 60 公里、维

修路面 415 公里、改造危桥 15 座、

新建乡镇客运站 16 个、建设港湾式

停靠站 260 个，实施农村公路安保

工程 356 公里，开展隐患点整治提

升偏远地区交通路网品质。投资近

20 亿元，服务全域旅游，建设溪口

至毛连里公路、衢江沿江公路、灵山

江沿江公路等多条美丽公路。投资

近 8 亿元，建设湖镇至童家公路和

跨衢江大桥，打通产业集群。

其中，灵山江沿江公路（方家仓

至溪口段）依托“两江走廊”示范带

建设这一乡村振兴主平台，规划统

筹、串珠成链，以美丽乡村、历史文

化村落为节点，打造“休闲绿岸、活

力通道、信步灵江”的龙游风情走廊

带，荣获 2023 年浙江省“十大最美

农村路”称号。

扫码欣赏浙江最美农村路
——龙游县灵山江沿江公路

（方家仓至溪口段）

扫码欣赏浙江最美农村路
——龙游县灵山江沿江公路

（方家仓至溪口段）

灵溪新径灵溪新径 美若游龙美若游龙
龙游高质量建设农村路龙游高质量建设农村路 以新公路引领新发展以新公路引领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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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山江沿江公路——徐呈段

六春湖景区

溪口未来社区溪口未来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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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山江沿江公路——下徐村段灵山江沿江公路——下徐村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