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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牵头，群众参与
曾几何时，“晴天满身土，雨天两脚

泥”是甘孜县农村公路的真实写照。落后
的交通已严重制约着全县农村经济的发
展。人民群众盼望修路，盼望致富，盼望走
出大山的迫切心情，成了当地百姓的一块
心病。在农村长期落后、农村资源长期得
不到开发的痛苦中，甘孜人民对修路的渴
望越来越强烈。

“如果我们失去了这个发展农村公路的
大好机遇，后面的人来做就会更加困难。纵
然是万丈深渊，也要永往直前，决不退缩。”
甘孜县委书记雷建平在全县农村公路建设
与养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掷地有声。

群众盼的，正是政府干的。农村公路建
设牵动着县委、县政府领导的心，再难也必
须加大农村公路的建设力度。县委、县政府
向全县人民立下军令状：集全县之智，聚八
方之财，尽万民之力，全面实施“乡通畅”、

“村通达”公路建设目标。一场轰轰烈烈的
农村公路建设攻坚战在雅砻江畔打响。

借着全州新一轮交通建设的东风，甘
孜县农村公路建设更是凤凰涅槃，浴火重
生。为彻底改变农村公路建设的落后面
貌，该县抓住机遇，乘势而上，及时成立了
由政府县长任组长的农村公路建设领导小
组，形成县、乡、村三长负总责的领导责任
体系，研究制定农村公路发展规划，并针对
农村公路建设在启动、推进和攻坚等不同
阶段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出台了《加快农村
公路建设实施方案》、《农村公路建设管理
办法》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先后召开全县农
村公路建设工作会议及农村公路建设推进
会议，印发各类宣传资料，层层签订建设目
标责任书。县委书记、县长、主管领导亲自
深入工地、路段、村庄和农户家中，了解情
况，倾听呼声，宣传“村村通”公路建设的重
大意义，多次带领有关人员实地检查工程
质量和进度，现场协调、解决施工中的热
点、难点问题，慰问勉励施工队伍。

“各级领导干部不仅在实践中摸索了
经验，取得了指导工作的主动权，而且用实
实在在的行动，教育、感染和激励了广大农
牧民群众，群众从干部身上看到了党和政
府为民办实事、办好事的决心和意志，从而
进一步激发了修路热情。”县委书记雷建
平在接受采访时说。加快农村公路建设的
决策一经出台，极大地鼓舞和激发了广大
农牧民群众的修路热情，进而成为全县农
村公路建设的主力军。在各方的鼎力支持
和密切配合下，甘孜县城乡到处都能看到
农村公路建设如火如荼的繁忙场景。

前瞻谋划，创新模式
在全局规划上，做到因地制宜、前瞻谋

划。甘孜县在制定农村公路建设规划中，注
重科学有效统筹农村公路与国省干道的连
接，乡、村、户之间的联通，道路与产业和市
场的链接，按照“公路围着产业建、产业围着
公路转”的方针和“农旅结合、农旅互兴”的
工作思路，结合全县219个行政村不同优势
资源，前瞻发展前景，统筹调整全县农村公
路建设规划，围绕“山、水、田、林、路”综合治
理，因地制宜制定道路建设走向、标准等，努
力实现“建设一条道路、带动一方经济、和谐
一方社会、造福一方百姓”的良好效益。

在修建模式上，做到一事一议、村民自
治。该县严格按国家、省、州有关农村公路
建设的法定要求和国家政策，充分借鉴经
验，积极推行专群结合、业务主管部门推荐、
乡村决策的“一事一议”建设模式。行业主
管部门始终把项目实施、资金管理放在突出
位置。在农村公路建设项目工程选址、项目
质量、工程进度上自觉接受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的视察监督和媒体的舆论监督与公众
的社会监督。相关监督部门同样也加大了
对农村公路建设养护工作的督查督办力度，
定期通报、严肃问责、严格奖惩，以强有力的
措施保障了全县农村公路建设的顺利推进。

质量是公路工程的生命。农村公路建
设是惠及人民群众的“民心工程”和“德政
工程”，而且点多、线长、量大、面广，如果不

能保证质量，“民心工程”就会失去民心。
农村公路修得好不好，农牧民群众最关
心。因此，他们的监督也更直接、更用心、
更彻底。斯俄乡六村村民拉玛扎西每天都
要到修路工地去看看。一来是看着路面修
得一天一个样心里舒坦，二来是想尽点义
务帮帮忙。针对农村公路建设工程点质量
监管难实际，县交通局积极创新公路质量
监督机制，不论项目大小、投资多少，都在
沿线聘请一些原则性强、敢说敢管的村组
老干部、老党员担任工程质量义务监督
员。由于他们吃够了交通不便的苦头，而
且修的是自己的路，因此工作非常认真，坚
持全天候上路监督，大大提高了农村公路
建设的质量管理水平。

“农村公路建设直接关系到百姓的切
身利益，下一步我们将把农村公路的道路
管理和安全管理放在首位，不断提升农村
公路质量，结合全域旅游发展，做好每条道
路的绿化、美化工作，让每一条农村公路既
成为一条旅游风景线，又要成为群众致富
的生命线。目前，全县还有少部分村没有
通公路，我们将下大力气，让农村公路全覆
盖，让每一位百姓都能享受到改革成果。”
县委副书记、县长龙明阿真告诉笔者。

连珠成串，路通业兴
“公路通，百业兴！”一条条高标准的农

村公路，镶嵌在一片片沉寂的田野和一个
又一个村庄，打破了农村自然封闭状况。
一个以县城为中心、乡镇为节点，连接城
镇、辐射乡村、方便快捷的农村道路网络的
基本形成，较好地解决了农牧民出行难、乘
车难问题。老百姓破天荒地在家门口就能
坐上“方便车”、“经济车”和“安全车”。拖
坝乡拖坝等村开通了公交车，村民们也享
受到了像城里人一样的出行条件。

随着公路的延伸，昔日闭塞的行政村、
偏僻的自然村如今珍珠般串联起来，处处
闪现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光芒。一条
条农村公路的建成，一辆辆客车开进了乡
镇，一辆辆货车开进了村庄，一辆辆农用车
开到了田间地头，方便了老百姓，运出了农
产品，赚回了大钞票。公路沿线，一座座新
居拔地而起，一辆辆货车来来往往……如
此翻天覆地的变化，完全得益于这“功在当
代，利在千秋”的富民公路工程。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如果
没有农村公路，我们也没有今天的幸福生
活，只有修好、管好乡村公路，才能真正承
载广大群众生活更加美好、更加幸福的梦
想。”甘孜县庭卡乡觉柯隆村党支部书记益
呷深有感触地说，党的政策就是好，公路修
到家门口。甘孜县达通玛片区4个乡镇及
扎科乡的路以前是沙石路。如此通行条
件，不仅严重影响了村民的生产生活，而且
制约了村民增收致富。特别是茶扎乡及扎
科乡林子里每年出产的大量优质獐子菌、
青冈菌以及虫草、川贝、甘松等中草药，大
德乡每年有大量牦牛销售滞后。因交通不
便，却少有客商前去收购。通乡油路向牧
场的延伸，解决了长期以来农牧民人背畜
驮的问题，吸引了大批客商前去收购；麦玉
隆至达通玛通乡油路项目的实施，极大地
提高了达通玛片区牦牛及茶扎乡獐子菌等
商品的通行能力，路修好了，到当地收购牦
牛和菌子的商贩多了，价格也相应提高
了。拉动了地方经济的增长，促进了农牧
民增收，改善了当地群众的出行条件，真正
实现了“人便于行，货畅其流”的目标。

僻壤开通致富路，昔日沟壑变通途。
从羊肠小道到砂石公路，再到通乡油路和
水泥路，不仅仅是路的形态发生了改变，更
重要的是路通带来了一通百通的“涟漪效
应”。随着通乡、通村公路的不断延伸，该
县不少农牧民改变了以往足不出户的状
况，纷纷走出去、找出路：有的学习实用种
植养殖技术，有的外出打工挣钱，有的做生
意，有的跑运输，发展意识、致富意识和小
康意识日益增强。如今，不少农牧民盖起
了楼房，添置了家具、家用电器，购买了摩
托车、农用车甚至小轿车。每当谈起这些

变化时，很多农牧民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
与喜悦：“过去，村里路不好、卫生条件差，
人们想讲究也讲究不成；如今，党和政府为
我们修了通村公路，解决了世代困扰我们
的出行难问题。路通了，观念变了，增收的
路子宽了，我们的生活也是越过越好了。”

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正是农村公
路建设带动全县乡村诸多变化的一个缩影。

规范管理，建养结合
当一条条“毛细血管”翻山越岭、连通

十里八乡时，如何做好农村公路管理养护
工作？怎样确保农村公路建、管、养并举的
良性循环？这对巩固农村公路建设成果，
最大限度让农村公路“延年益寿”起到至关
重要的作用。

为走出“重建轻养”的误区，该县始终
将农村公路的管护工作摆在与建设同等重
要的位置。

“乡道乡管、村道村管”。该县在明确
通乡、通村公路日常养护职责的同时，县交
通运输部门立足实际，及时制定了《农村公
路养护管理质量标准和检查验收办法》，并
采取了奖惩分明的考核措施。此举不仅有
效解决了农村公路养护难，而且充分动员
群众参与建设管理，主动投工投劳投智，形
成了县、乡、村、户“四级联动”的管养格局，
实现了农牧民从“要我养路”到“我要养路”
的观念大转变。

与此同时，县政府每年与县交通运输局、
各乡（镇）签订《农村公路养护管理目标责任
书》，明确了管养目标和任务，切实推行农村公
路养护时间、人员、任务、路率“四定”措施，严
格执行生产任务完成情况和出勤出劳情况

“双考”，真正把养护责任落实到点、到人。
为营造农村公路重建设更重养护的浓

厚氛围，该县广泛深入开展内容丰富、形式
多样的宣传活动，不断增强农牧民群众的养
护自觉性与持续性；切实建立制度保障机
制，进一步明确管护主体、机构设置、人员配
备、养护方式、内容及标准、资金筹集渠道和
考核奖惩办法，进而促使各级公路管护逐步
走上了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健全工作推
进机制，逐步建立完善了县、乡、村公路养护
考核机制，做到养护效果与养护经费挂钩，
并与次年度建设项目安排挂钩、与管护人员
的工资挂钩，着力打造一支责任心强的县、
乡、村公路养护管理队伍；健全养护人员培
训机制，加大对农村公路管护人员的政治业
务培训，政治、政策培训以乡镇为主，业务、
安全培训由交通运输部门组织实施，不断提
高管护人员素质，提升道路管护水平；整合
养护力量，建立日常维护机制，全面加强以
修补路面坑凼、清扫路面路肩、疏通桥涵边
沟、清除道路塌方、完善简易标识标牌、道路
环境整治、桥梁路面清理以及桥梁安全隐患
排查为主要内容的道路和桥梁日常性养护，
切实防止人为破坏，不断提升道路和桥梁的
通行能力和保障水平；在农村公路管理养护
站，全面推行目标管理责任制，做到责任、队
伍、报酬、奖惩四落实。

倾情倾力，构筑和谐
“修路的天天坐在办公室里，路不会

自己变好起来。”这是甘孜县交通运输局
局长汪双江经常说的一句话。他带领大
家一起战斗在工程建设一线，现场协调解
决问题，监督工程质量，推进工程进度。

“我们一定要高质量的修好通村路，给群
众提供更多的方便，让农牧民得到更多的
实惠。”汪双江说。

年内，实施通乡通畅83.209公里，投资
2.5亿实施通村通畅195.928公里，共49个
项目。特别是在甘孜县最偏远的达通玛
区，投资 1814 万元实施大德乡阿加一村、
阿加二村、章龙村、贡玛村、纳绒村共22.73
公里通村公路通畅工程；投资2555万元实
施了茶扎乡银多村、木通一村、木通二村、
戈柯村共26.4公里通村公路通畅工程；投
资 1424.7 万元实施东谷片区泥科乡章达
村、俄威村、仁达村、彭达村通村公路通畅
工程18.56公里；投资703万元实施昔色乡
西松隆村通村公路通畅工程；投资1908万

元实施东谷区至夺多乡公路改善提升工程
17.344 公里；投资 599 万元完成全长 1.575
公里的甘孜县老G317线墁坻坡至雅桥村
段道路整治工程……

这些项目的实施与推进，无不凝聚着
该县交通运输局所有干部职工的心血和汗
水。该局在人手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严把

“五关”，及时为每一条乡村公路排忧解难，
全力保障着每一条公路的安全可靠和畅通
无阻。严把管理人员关，实行一名局班子
成员和一名技术人员负责一个片区，重点
抓工程项目规范化、标准化管理；严把项目
设计关，要求设计单位根据项目所在地的
交通发展状况、地形地质特点，合理确定技
术标准和技术指标，确保施工图设计质量；
对项目进行初步设计方案验收，充分考虑
项目实施中可能遇到的问题，明显减少了
工程施工中的变更；严把企业评选关，对投
标单位资质等级、质量技术和设备力量、以
往业绩进行审查，对资格评审报告、评标报
告严格把关，杜绝不合格队伍进入农村公
路建设市场。邀请纪检、公安、财政、司法
等部门派员监督开标，使评选程序合理合
法，做到公开、公平、公正；严把原材料关，
在农村公路建设中，始终坚持对砂石、水泥
等材料“先检验后使用”的原则，在取样、送
样时，必须有监理和项目负责人员在场，确
保现场取样的真实性；对现场检查不合格
的砂石、水泥等材料，要求限期清除，切实
把住了材料的质量关；严把过程监管关，确
定由发改部门牵头，各职能部门参与监管，
项目责任单位安排专人全程监督工程质
量，并指定专业人员跟踪项目建设进度和
质量。严格执行情况通报制和督查督办
制，确保项目建设有序推进。

采访中，该县交通运输局一位工作人
员还告诉笔者：“我们的工程技术人员无论
是到农牧区现场测路还是施工技术指导，
方便面无疑是他们必备的下乡物品。每当
看到一条条农村公路建成通车时，每当看
到公路建设让农牧民群众走向富裕时，他
们内心的激动却是无以言表。其实，老百
姓的喜悦就是对他们最大的肯定。为了老
百姓，付出哪怕再多也是值得的！”

科学规划，绘制蓝图
“现在，甘孜县已织就起了一个国、省、

县、乡和村五级公路网，初步形成了以川藏
线和县道为骨架、乡村道路为经络的较为
完整的县域公路网络体系，交通的“瓶颈”
制约因素正在得到有效缓解。下一步，我
们将以实施交通先行战略为抓手，致力改
善民生，巩固全县农村公路建设成果，为建
设美丽生态和谐小康甘孜奠定坚实基础。”
甘孜县交通局局长汪双江谈起今后的发展
充满着信心。

据悉，未来五年，甘孜县将围绕“加快综
合交通建设，积极构建现代交通运输网络，
努力打造康北交通枢纽和川西北地区重要
综合交通枢纽”的总体思路，重点加快县、乡
级联网公路升级改造，力争建设完成川藏高
速公路北线、甘孜县绕城公路和雅砻江旅游
通道，形成“两横两纵一通道一环线”的主骨
架公路网格局；结合国家甘孜格萨尔机场
（4C级）和川青铁路的建成，构建以甘孜格
萨尔机场、川青铁路、川藏高速、国省道为主
骨架，县级联网路和通乡公路为支撑，通村
公路、通寺公路为脉络的主次匹配、结构完
善、便捷通畅的立体交通网络体系；力争到
2021 年 实 现 全 县 公 路 通 车 里 程 达 到
2496.825公里，公路密度达到34.2公里/百
平方公里，规划新建村级招呼站89个，形成
集约的、可持续发展的城市交通系统。交通
基础设施建设规划总投资估算90.7亿元。

一条条农村公路，仿佛是一根根闪烁
的金线，串起了百姓美好的未来；一条条农
村公路，仿佛是一条条丝带，装点着充满希
望的大地：交通格局在这里发生深刻变革，
城乡生活在这里实现和谐交融，民本理念
在这里得到彰显升华……

路似彩虹，绽放着一束束和谐的光芒；
路如琴弦，弹奏着一曲曲发展的乐章！

倾心铺筑富民路
——甘孜县农村公路建设与养护纪实

为修好了路，地里的蔬菜卖上了好
价钱；

因为修好了路，村里的孩子不再害怕下雨
下雪封路上不了学；

因为修好了路，昔日闭塞死寂的村庄如今
活力盎然；

……
初冬时节，笔者走访了甘孜县的部分乡

镇，切身体验了农村公路建设给当地群众带来
的变化。一条条崭新的水泥路、沥青路通向偏
僻山村，宽阔整洁的大道纵横交错，不仅让甘
孜县农村“尘土飞扬”和“坑洼泥泞”成为历史，
也让农民走出了“出行难、致富更难”的困境。

路，是人们生产生活中必备的基本要素之
一。农村公路，则是统筹城乡发展的纽带和基
础，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载体，是老百姓
看得见、摸得着并从脚下就能感受得到的变
化。正是因为有了这种认识，甘孜县的农村公
路建设才会高起点、大手笔。

近年来，甘孜县委、县政府紧紧抓住全州
“交通三年集中攻坚行动”的战略机遇，以建设
“民生路”、“民富路”和“民心路”为目标，集中
力量、埋头苦干、发动全县、会战交通，截至目
前，全县公路通车里程达到2051.432公里，其
中：国道 80 公里、省道 43.984 公里、县道
204.381 公里、乡道 261.863 公里、专用道
14.422公里、村道1446.782公里，全县22个
乡（镇）除泥柯乡和扎科乡以外的20个乡（镇）
通油路或水泥路，209个行政村完成了通畅工
程，全县主要农村公路完成了公路安保全覆
盖，惠及群众4.8万人。

■李珍兰 王云汉 文/图

因

混凝土路施工。

新颖的农村客运候车站。

受益僧尼送锦旗。

四通八达的农村公路。

油路修到家门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