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好农村路”是乡村经济振兴的动力，

“四好农村路”是乡村经济振兴的保障。

2014 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要通过

创新体制、完善政策，进一步把农村公路建好、

管好、护好、运营好”。十年来，吕梁交通运输

系统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四好农

村路”建设的重要论述，按照市委、市政府的决

策部署，以“四好农村路”建设为抓手，加大资

金投入，建立保障机制，着力提升农村出行条

件和服务品质，农村公路覆盖范围、通达深度、

管养水平、服务能力和质量安全显著提高，推

动了乡村振兴战略走稳走实。

如今，走在笔直宽阔的农村公路上，道路

两旁鲜花拥簇，车流如梭，宛如观赏一道亮丽

的风景。“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成为历史，

“出门硬化路、抬脚上客车”化作现实，农村“出

行难”得到历史性解决，全市交通与文化旅游、

乡村振兴融合发展，“四好农村路”已经成为农

业增效、农村发展、农民增收的黄金之路，一条

条“四好农村路”通村畅镇，为农业农村农民带

去了人气、财气、福气。

“路通了，
咱农业发展的步伐越来越快！”

“车在路中行，人在景中走”“修一条路、造

一片景”……在方山县峪口镇驱车前行，蜿蜒

的村道将传统民俗与山间景点串联起来，在

“四好农村路”的带动下，不少村发展成重点旅

游村，不少农民就地办起民宿，年收入高的能

有几十万元，绿水青山真的变成了金山银山。

农村路网不断延伸，出行条件便捷高效，

吕梁“四好农村路”建设交出了“靓丽”成绩单，

“出行难、运输难”不再是交通闭塞地区发展的

“绊脚石”。2014年至 2023年，全市新改建“四

好农村路”7559公里，实施安全生命防护工程

5143 公里，危旧桥隧改造 100 座，养护提质改

造 3150 公里，完成投资 154 亿元，累计完成了

963个建制村通硬化路。目前，我市现有 13个

县（市、区）136个乡镇 2208个建制村已全部通

硬化路，具备条件建制村通硬化路率达 100%；

完成了 130个乡镇通三级及以上公路，占乡镇

总数的 95.6%；完成了 1386 个建制村通双车

道，占建制村总数的 63%。截至 2023年底，全

市农村公路通车里程达 15843公里，比 2013年

增加 933 公里。一级公路 97 公里，比 2013 年

增加 39 公里；二级公路 1003 公里，比 2013 年

增加 23 公里；三级公路 2350 公里，比 2013 年

增加 505 公里；四级公路 12319 公里，比 2013
年增加 1289 公里；等外公路 74 公里，比 2013
年减少 924公里。

乡村因路而兴，“四好农村路”带动了全市

农业产业发展，养殖业、农产品加工业、物流流

通业、乡村休闲旅游业、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农

村电子商务产业，无一不在享受着便捷高效的

交通带来的红利，增加了经济效益，提升了产

业发展水平。

“路好了，
咱农村的变化越来越大！”

“四好农村路”，不仅要

建好，更要管好、护好，这样

才能满足乡村振兴及农村经

济的发展需要。

管养机制更加完善。全市

深入贯彻落实《农村公路养护

管理办法》，进一步完善农村公

路管理养护体制机制，全面推行

农村公路“路长制”工作，建立了

县、乡、村三级“路长制”，全市共建

立县级路长 13个、乡级路长 156个、村

级路长 2604个。截至 2023年底，全市农

村公路技术状况评定总里程 15509 公里，

其中优等路 5476公里、良等路 7955公里，优

良路率为 86.60%；全市共有桥梁 1059座，其中

一、二、三类桥梁占比 100%；全市农村公路管

养机构设置率达到 100%、列养率 100%，基本

实现“有路必养，养必到位”。

公路治理规范有序。农村公路路况自动化

检测稳步推进，自动化检测率达到 54.99%，今

年将进一步加大农村公路路况自动化检测比

例，将不低于市域总里程的 80%。强化养护资

金保障，逐步构建起以财政投入为主、多渠道筹

措为辅的资金渠道，全市机构运行经费和人员

支出纳入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比例达到 100%。

特别是中阳县在农村公路资金筹措方面探索形

成的“上级补助+乡镇自筹”“上级补助+县级财

政投入”“上级补助+社会投资建设”“政府支持+
企业出资”工作做法入选交通运输部农村公路

建设养护资金长效保障机制典型案例。积极推

广以工代赈，在日常养护中实行“包干制”，坚持

“就近用人”的原则，尽量吸收脱贫户及沿线村

民参与养护工作，既为脱贫户创造了就业岗位，

又大幅提升道路日常养护的效益。目前，我市

已初步建成“权责清晰、上下联动、运转高效、齐

抓共管”的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形成了财政

投入职责明确、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多方监督有

效、政府激励考核的格局。

“农村公路的建设打通了交通与产业的经

济通道，加快了群众的致富步伐，在脱贫攻坚、

乡村振兴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下一步，

我们还将继续加大公路建设和管护的力度，让

农村公路成为景观路、产业路、幸福路。”石楼

县裴沟乡党委书记韦利军说。

“路顺了，
咱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幸福！”

“以前想都不敢想，我们村道会有这么大的

变化。路变得‘直溜’了、安全了、干净了，政府

是真真切切为我们农民衣食住行着想。有了便

捷、安全、通畅的道路，我们的生活水平直线上

升，越来越幸福了！”兴县蔡家崖村民张建国说。

建设是基础，运营是目的。建设“四好农

村路”，最终目的就是让人流物流在城乡之间

高效运转。日益完善的农村公路网络，让“人

享其行、物畅其流”成为现实。截至 2020 年

底，全市 13个县（市、区）136个乡镇 2208个建

制村已全部通客车，实现了具备条件的乡镇

和建制村全部通客车。全市目前共有农村客

运企业 11 户，开通农村班线 106 条，投入客运

车辆 184 辆；开通农村公交线路 137 条（城市

公 交 延 伸 至 农 村），投 入 农 村 公 交 车 辆 548

辆。针对春种、秋收、春节等重要时间节点以

及部分村庄人口较少、离公路主线较远等特

点，因地制宜，进一步优化农村客运模式，采

取区域经营、城乡公交一体化、线路延伸、电

话预约等多种方式互补，有效满足了农村百

姓的出行需求。比如离石区采取公交延伸及

城乡公交一体化的方式实现建制村通客车全

覆盖，汾阳、孝义采取城乡公交一体化全覆

盖，中阳、柳林、临县等采取由政府出资购置

小型客车（7—11座）开展区域经营、线路延伸

实现建制村通客车全覆盖，交口县结合实际，

在个别农村采取隔日班和一周二次的方式，

定期开通满足群众的出行需求，取得了很好

的社会效益。大力推进农村电商公共服务，

加快县乡村三级物流配送体系建设，建成县

级电子商务中心 8 个、县级物流配送中心 7
个、乡镇电商服务站 83 个、村级服务网点 963
个，行政村全部实现快递全覆盖。积极推进

“农村公路+”模式，推动农村公路与乡村旅游

融合发展，根据省委、省政府关于在全省建设

三个一号旅游公路的安排部署，我市于 2018
年至 2024 年规划建设“黄河一号”旅游公路

867 公里，规划总投资 72 亿元。截至 2023 年

底，已完成 787 公里，完成投资 68.5 亿元。其

中：主线 315 公里全部完工，完成投资 42 亿

元，同步建成慢行道 28 公里、驿站 8 个、房车

营地 3 个、观景台 16 个；支线（连接线）完成

472 公里，完成投资 26.5 亿元，同步建成慢行

道 63 公里、驿站 6 个、观景台 2 个。剩余 80 公

里，计划在 2024 年全部完成。通过黄河一号

旅游公路建设，一方面进一步实现多种交通

运输方式优势互补，推动形成高效便捷的综

合交通运输网络，提升群众出行便利；另一方

面进一步挖掘农业、文化、旅游资源，实现了

碛口古镇、北武当山、黄河奇湾等 70 余处景

区景点互联互通，推动 30 余处农业特色产业

园、黄河沿岸 160 万亩红枣产业发展，带动沿

线农家乐、民宿等产业蓬勃发展，促进沿线群

众持续增收致富。

一条条农村公路通村达户，农民富起来了。

一条条农村公路直抵田间，农业强起来了。

一条条农村公路贯穿城乡，农村美起来了。

运输能力持续提升，服务更加优质普惠，

让“四好农村路”成为名副其实的民生工程、民

心工程、德政工程，为服务乡村振兴战略、推进

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了有力支撑和保障。

筑路永无止境，有路方能振兴。市交通运

输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瑞平说，要以更高站位、

更实举措、更有力行动坚决扛起新的使命任

务，按照交通运输部“八大提升行动”部署要

求，力争到 2025 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通村

畅乡、安全便捷、服务优良、普惠公平”的“四好

农村路”网，在助力吕梁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

设、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推进乡村全面振

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吕梁建设中展现更大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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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二十八星瓢虫

属鞘翅目瓢虫科，在山西省

马铃薯各产区均有发生，主

要危害茄科、豆科等作物，

被 害 严 重 的 叶 片 ，仅 留 主

脉，造成全叶干枯，乃至全

株死亡，严重威胁马铃薯产

量。7-8月马铃薯二十八星

瓢虫进入发生为害期。

日前，记者从山西省植

保植检中心获悉，根据山西

各农作物病虫害监测区域站

对马铃薯二十八星瓢虫冬后

虫口基数、田间系统调查情

况，结合山西省气候中心气

候趋势预测及二十八星瓢虫

发生规律等因素综合分析，

预计今年马铃薯二十八星瓢

虫在山西省总体轻度发生，

大同、吕梁等局部地区偏轻

发生，全省发生面积 40万亩

次。为害盛期一代幼虫在 7
月中旬；一代成虫、二代幼虫

在 8 月中、下旬。提醒农民

朋友适时防治。

一、预报依据

1.田间调查

①冬后虫口基数调查：

据各地春季在杂草等寄主

植物调查，全省二十八星瓢

虫平均百株有虫 3.8 头，略

高于上年，较近五年均值减

少 33.3%。

②系统调查：截至 7 月

4 日，全省 7 个农作物病虫

害监测区域站调查，百株累

计成虫 248 头，低于上年同

期，较近五年同期均值少；

百株累计有卵 2472粒，低于

上年同期，较近五年同期均

值少；百株累计幼虫 112头，

低于上年同期，较近五年同

期均值少。

2.气象条件

据山西省气候中心预

测：今年 7 月与常年同期相

比，大同市北部和朔州市北

部 降 水 量 较 常 年 偏 多 2-5
成，其余大部地区降水量较

常年偏多五成以上；大部地

区月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

0.5℃、1℃。8 月份，全省大

部分地区降水量偏多 2-5
成 ，运 城 南 部 降 水 量 偏 多

1-2成；月平均气温，除运城

南部偏高 1℃-2℃，其余地

区偏高 0℃-1℃。7-8 月份

降水偏多的地区对马铃薯

二十八星瓢虫的发生不利。

3.生态因素

目前山西省马铃薯大

部 分 处 于 分 枝 、花 序 形 成

期。今年山西省 5-6 月气

温偏高、降水偏少，造成北

部部分地区和中南部大部

不同程度干旱，致使马铃薯

出苗推迟，生长缓慢，植株

矮小。进入 7-8 月份，山西

省 各 地 气 温 偏 高 、降 水 偏

多，对马铃薯生长有利，但

降水偏多不利于二十八星

瓢虫初孵幼虫的取食生长。

二、防治建议

1.农业防治

①人工摘除卵块。雌

成虫产卵集中成块，颜色艳

丽，极易发现，可人工摘除。

②作物收获后，在残株

上有二十八星瓢虫潜伏，可对

残株进行处理并耕地，可消灭

趋于土壤缝隙中的虫体。

2.物理防治

用频振式杀虫灯，诱杀

成虫，控制虫源，减少产卵

量，从而减轻危害。

3.药剂防治

在卵孵化盛期至三龄

幼虫分散前，选用 4.5%高效

氯氰菊酯乳油等对路药剂

进行叶正反面喷雾防治 1-2
次，施药间隔期 14天。

据《山西农民报》

马铃薯瓢虫发生期到了 防治建议看这里

知识农业

鹅养殖连续多年稳定在 300 万只以

上，年可提供白条鹅 1 万吨、优质鹅毛

5000 吨、鹅油鹅血等副产品 800 吨，鹅产

业近年来在黑龙江省依安县搞出了名

堂。乡村特色产业做大做强，为乡村振

兴源源不断地注入动力。

发展一个“土特产”，实现一地产业

兴。一村一乡一县发展乡村特色产业，

看点很多，不仅能壮大相关产业，培养

出一批发展土特产能手，还引领一地村

民走上致富道路。产业兴则乡村兴，在

我国农村实现产业振兴，大力发展乡村

特色产业是关键。应注重以一地农业

农村资源为依托，以农民为主体，积极

发展特色产业及关联产业，实现惠农富

农，持续推进乡村振兴。

发展特色产业是实现乡村产业兴

旺的重点所在，要找准适合当地发展的

特色产业，更要有产业化思维。一个地

区适合发展什么，怎么发展，可充分关

注当地传统特产和区位特色，并围绕

“做大”和“做深”下功夫。以鹅产业为

例，可打造从种鹅繁育、种蛋孵化、商品

养殖、精深加工到产品销售的产业发展

布局，推动产业链从养殖、屠宰到精深

加工贯通，实现产业聚集。同时，推出

一批冷鲜分割制品、鹅肉休闲食品、预

制菜食品，并积极打造品牌进行推介，

以精深加工产品不断丰富鹅产业在当

地形成新业态与产业规模。

合作社和企业等主体是发展乡村

特色产业的关键力量，好政策是激励这

些主体开疆拓土、大展宏图的动力源之

一。可围绕产业特色，结合地方实际，

突出针对性，从土特产的种育、制造等全环节支持各

个主体投身产业。如延长产业链，对符合条件的新上

产品精深加工项目进行补助，通过贷款贴息、特产保

险、良种补助等鼓励壮大产业，做细扶持政策，让特色

产业补贴机制充分发挥功效。

此外，优质公共服务让土特产经营主体发展有信

心，投资更放心。对于打造乡村特色产业而言，“软环

境”十分重要。一些地区推出的服务地方特产专项服

务，成立产业专班，全程专人驻场、专职负责，打通产

业项目建设和企业发展难点堵点，值得借鉴。专项抓

好特色产业发展，还应健全协作机制，把特色产业发

展作为一盘棋，齐心协力快速发展。

受多种条件所限，一些地方的土特产还处于产业

链上中游地带。如何在利用已有资源优势、提高产品

供应量的同时，加快延伸产业链，留住附加值，对于各地

乡村特色产业建设是重要课题。比如，可在县域加大

力度引入产业链下游加工企业，实现乡村资源就地加

工。再如，积极与科研单位对接合作，研发更多精深加

工产品，提升品牌影响力，以实现原地创新合作等方式，

更多将本地土特产在当地“吃干榨净”，让特色产业推动

乡村全面振兴的功能充分发挥出来。 据《经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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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康桂芳

串起千家万户串起千家万户 提速乡村振兴提速乡村振兴
————我市我市““四好农村路四好农村路””托起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新希望托起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新希望

本报讯 7月 22日，受强降雨影响，离

石区交口街道辖区内道路出现不同程度

积水、淤泥、树木倾倒等情况，为恢复道路

洁净面貌，确保道路畅通，交口街道组织

干部、志愿者、应急队伍等力量迅速开展

雨后清淤保畅工作，用实际行动为村民撑

起“安全伞”。

该街道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对堵塞下

水井口的树枝、树叶、淤泥、杂物等进行清

理，防止排水沟渠堵塞，确保排水系统畅

通无阻。调动机械化作业车辆，在辖区范

围内对路面积水、残留淤泥等进行了深度

清理和全面冲洗。清淤保畅工作中，大家

充分发扬不怕苦、不怕累的战斗精神，用

坚守诠释担当，用汗水浇灌文明，用污泥

满身换来道路的干净整洁和居民的安全

生产生活。

离石区交口街道将持续贯彻“反应快

速、行动果断、妥善处理”的相关要求，密

切关注天气变化，及时调整调配机械和人

员力量，加大区域巡查力度，最大限度地

减少降雨可能带来的影响，全力保障辖区

和谐、安全、稳定，扎实做好各项应急和保

障工作。 （王艳）

离石区交口街道

积极开展雨后清淤保畅工作

王艳王艳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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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桂芳康桂芳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