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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平区“四好农村路”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

今年3月，梁平区成功创建“四好农村路”
全国示范县。

在推动“四好农村路”建设方面，梁平区
可谓走在全市前列：

2019年，梁平二环路获评“全国美丽乡村
路”，是全市首条获此殊荣的公路；当年梁平
区获评重庆市“四好农村路”示范区县；

2020年度，渔米路获得全国“十大最美农
村路”,成为全市首条获此殊荣的公路；

2023年，梁平渔米路入选国家第一批交
通运输与旅游融合发展典型案例；《“最美农
村路”乡村振兴的“快车道”》编入交通运输部
《农村公路助力共同富裕典型案例》。

近日，来自市交通运输委和梁平区交通
局消息称，截至2023年，梁平区农村公路总
里程达到 4818 公里，农村公路路网密度达
255公里/百平方公里，行政村通客率、小组通
达率、通畅率、覆盖率均达100%。

一路通，百业兴。一条条整洁平坦的乡
间公路，不仅展现了梁平区乡村振兴的勃勃
生机，也助力广大农民过上幸福生活。

坚持产业和生态选线
推动产业集群发展

梁平区渔米路原本是解决梁平区三个镇
街的出行难题。为何建成后，一举成为爆款产
品，成为当地的产业线和游客热点打卡地？

这源于梁平区交通局开放、前瞻和融合的
发展思维。

渔米路起于梁平优质稻核心产区——安
胜镇金平村，止于生态渔业聚集区——礼让镇
川西村，途经安胜、仁贤、礼让3个镇街，串起8
个行政村、1个社区，全长21.15公里。

“修建时，只是为了改变安胜、仁贤、礼让
三个镇街及周边区域路难行、业难兴的局面。”
梁平区交通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当地交通部门在探勘后决定道路修建的
三个原则：民主选线、产业选线和生态选线。

具体线路怎么走？该区交通部门决定开
展村民一事一议，按照群众意愿实现“民主选
线”，村民共商讨了27次，才决定线路走向。

产业选线，即坚持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
建设产业路、旅游路。

生态选线，即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理念，避免大修大填和进入生态功能区。

2020年6月，这条串联起出村、进城、入园
的最美农村路建成投运。

沿线宽敞的道路，美丽的景色，推动沿线
已经打造出3A级景区川西渔村、万石耕春等
知名景点10多处。截至2022年底，沿线共新
增农产品深加工、精加工企业23家，新增民宿
等生态旅游主体100余家，沿线乡村旅游带共
计接待游客300万人次，通行车辆达60万车
次。

渔米路只是梁平区在推进农村公路建设
时，践行新发展理念建设产业路、旅游路、样板
路的一个缩影。

修一条路，造一片景，兴一域业，富一方
人。

近年来，在推动农村公路建设方面，市区
两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坚持高位推动、高标准
规划建设、高标准引领，梁平区组建了跨部门、
跨乡镇（街道）工作专班，迭代升级工作体系、
责任体系、考核体系，攻坚突破各项创建指标
任务，确保“四好农村路”建设取得实效。

梁平区大力实施路网提档升级，累计投入
资金20亿元，新建农村公路2500公里、升级改
造122公里，建成景区路103公里、产业路171
公里，“四好农村路”通达千家万户。

路通了，该区积极探索坚持“公路+”模式。
产业方面，农村公路串联起百亿级粮油产

业集群、百亿级生猪全产业链、30万亩蔬菜基
地、5万亩渔业园区等预制菜食材及保供标准
化供应基地40余个，培育百万强村12个。

旅游方面，积极探索路景融合、交旅融合，
建成美丽公路210公里、节点景观80余处，2条
交通旅游线路入选全国精品、全市100佳，实现

“路在景中、景在路上”。

拉近乡村与城市距离
出行和物流更便捷

“合兴街道的梁平柚味道纯正，曲水镇的
李子酸甜脆爽，蟠龙镇的高山大米香糯可口，
云龙镇的萝卜质地脆嫩……”在直播镜头前，
梁平小伙唐俊对家乡特产如数家珍。凭借一
部手机，他把家乡的特色“土货”卖出山区。

他从2016年创办电电子商务企业以来，
借助日益密集、便捷的交通运输网络，已累计
带动上千户村民增收8000余万元。不光自己
挣钱，他还成为梁平区8个镇级电商产业园区
的指导老师，帮助更多农村电商经纪人在家乡
实现了就业增收。

“要推动高质量发展，‘四好农村路’还要
打通物流路，降低物流成本。”市公路事务中心
相关负责人表示。“四好农村路”是促进农村产
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基础，要深入推进农

村客货邮融合发展，就要提升城乡交通运输均
等化服务水平。

人畅其行，物畅其流。
近年来，梁平区坚持走城乡客运一体化之

路，科学规划建设服务功能完善、接驳换乘便
利的交通站点，深入推进农村客运公交化运
营，服务城乡融合发展。

凭借四通八达的农村公路网，梁平区建成
枢纽纽客运站3个、乡镇客运站34个，投用城
区公交站点248个、农村客运招呼站点552个，
开通农村客运162条、跨省公交线路1条，达到
重庆市城乡交通一体化发展“5A”水平。

不仅如此，该区还充分利用现有运力，以
162条农村客运线路为纽带，344辆农村客运
车辆为载体，构建起综合高效的区、乡、村三级
农村快递物流服务网络体系，让快件以农村客
车捎带小件的形式让农产品进村进城，这为

“工业品下乡”和“农产品进城”提供高效流通
渠道，带动了农村农业长效发展。

截至目前，梁平区依托“四好农村路”，建
设300多个“农村电商”网点，打造2个全国“淘
宝村”，做靓110个“梁平柚”“曲水李”“冷沙米”

“袁驿豆干”“礼让豆筋”等特色农产品品牌。
围绕做响中国西部预制菜之都，为联通园

内300余家预制菜生产企业，建成20个冷链魔
方，实现从田间到餐桌无缝衔接，推动预制菜

全产业链年产值达到260亿元。2024年1月，
梁平成功创建全市首批农村物流三级服务体
系融合发展示范区县。

搭建一体化治理体系
全力打造“畅亮洁美安”公路

驾车行驶在梁平二环路CV58梁山至蟠龙
段公路上，两边绿树葱郁，崭新的绿色公路护
栏上，悬挂着一个个彩色轮胎，白黄相间的诱
导标识线，彩色抗滑薄层，这些防护设备像保
护神一样守护司乘行车安全，也形成了一条景
观优美的生态廊道。

“以前这条路没有护栏，每次开车路过时，
手心总捏一把汗，总担心出事故。有了这护
栏，开车心里踏实多了，村里游客也越来越
多。”梁平区蟠龙户槽村相关负责人表示。

在推动“四好农村路”管理和养护方面，梁
平区坚持高规格管理、高标准养护，高质量监
管：相继出台了《梁平区“四好农村路”工作目
标考核办法》《农村公路建设管理办法》等政策
文件；科学合理编制养护计划，依托自动化路
况检测基础数据，规范有序开展日常养护，并
将建设、检查情况纳入乡村振兴战略实绩年终
考核。

建成全市规模最大、种类最全、数量最多
的区域性公路应急抢险中心，组建机械化养护
作业队伍，农村客运全覆盖安装车辆动态监管
设备（GPS）。近2年，该区处置农村公路临水、
临崖、易发生地质灾害以及交通事故等隐患
1260处。

聚焦农村公路治理能力全面提高、治理体
系全面完善，梁平区交通局着力构建上下联
动、密切配合、齐抓共管的工作局面，打造“畅
亮洁美安”公路环境。

梁平区采用“1+3”（1名路长、3名队员）
“路长制”管理模式，组建路长工作专班，以“路
长制”实现“路长治”；聚焦数字化赋能，率先整
合区级交通—公安信息资源，实现路网信息共
享、监测联动；携手共建聚合力，创新区镇村分
级分类投入机制，将爱路、护路纳入村规民约
和公益性岗位职责；大力推动以路网为核心的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活动，公路沿线干净整
洁有序成为最美风景线。

来自梁平区交通局数据显示，2022年以
来，梁平区共投入近9000万元，开展修复养
护、自动化检测，改造农村公路危桥7座，完成
农村公路生命安全防护工程260公里。

张红

自行车爱好者在全国美丽乡村公路——
梁平二环路上骑行 摄/胡先玲

村民在竹山镇大塘村公交站点等候公交车
摄/熊伟

渔米路上建成的重庆市首条音乐公路 摄/熊伟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李星婷
通讯员 余明芳

“爸爸，幺爸，你们喝水不?”近日，巫
溪县古路镇观峰村，在观峰村委会上班的
肖红梅下班回到家，就赶紧给两位老人端
上热水。

肖红梅口中的爸爸和幺爸，分别是肖
贤春和肖贤东。肖红梅，是肖贤春兄弟俩
35年前捡回的女婴。肖贤东是肖贤春的
弟弟，多年前因工伤导致眼睛失明。

35年来，肖贤春和肖贤东节衣缩食，
将红梅拉扯大；长大后的红梅，悉心照顾
年迈的爸爸、幺爸二人，谱写了一曲尊老
敬老、践行孝道的动人赞歌。

35年前，他一咬牙把雪地里
的女婴捡回家中

观峰村海拔1100多米，肖红梅的家
在距离村委会不远的二组。

“2012年，我从浙江回来，就是想着
照顾爸爸和幺爸。”在肖红梅的话语中，众
人的思绪回到了1990年的冬天。

那一天大雪纷飞，肖家的院坝里突然
出现了一个被包裹在衣服中的女婴，脸冻
得发紫。包裹里面有张写着生辰八字的
纸条，以及20元钱。

那时肖贤春26岁，肖贤东24岁，父
母早已亡故。因为贫穷，两兄弟都没成
家。祸不单行的是在头一年，肖贤东在工
地上被飞石击伤双眼，从此失明。

看着气息微弱的女婴，肖贤春心生怜
悯，有了收养的想法，但想想家中经济状况
的窘迫，又犹豫起来。最终，靠四处打短工
为生的他和弟弟一商量，一咬牙将这个与
自己毫无血缘关系的女婴抱进了家门。

“爸爸给我取名红梅，意思就是——
希望我像冬雪里的红梅一样绽放。”肖红
梅回忆道。

东家一口饭，西家一口奶；小红梅生
病时，爸爸抱着她心急火燎往医院跑……
在肖贤春两兄弟艰难拉扯下，小红梅慢慢
长大。懂事的红梅也会牵着爸爸和幺爸
的手，唱儿歌：“雪化了，洋芋苗从地里冒
出来，映山花儿满山红。”

一家人相依为命的日子，有苦，也有甜。

为照顾年迈的爸爸和幺爸，
她毅然返回家乡

难得的是，无论生活再困难，肖贤春
两兄弟始终坚持送红梅上学。

“每次打工挣了钱，我都要先存上一
点，给红梅读书用。”60多岁的肖贤春和弟
弟一样，大多时候沉默不语，但在回忆起红
梅的懂事和努力时，都会心满意足地微笑。

尽管每学期开学时，肖红梅都要申请
减免或缓交学费，但她一直努力学习，最
终顺利考上了高职。2008年大学毕业
后，肖红梅前往浙江一家企业工作，每月
6000元左右的工资，她大部分寄回家，并
再三叮嘱爸爸和幺爸“吃好喝好”。

但在远离家乡的4年时间里，想起爸爸、
幺爸在家无人照顾，肖红梅总是寝食难安。

2012年，肖红梅回家过春节。节后
离家之际，看着眼中满是不舍之情的爸
爸，她将行李箱中已收拾好的衣物取出，
决定留下来。

2013年初，肖红梅结婚成家。丈夫
张才华和她一样，关心照顾两位老人。小
两口依靠自己的双手把小家庭经营得和
和美美，还建起了3层小楼房。记者看
到，肖贤春和肖贤东同住底楼一间大卧
房，床上铺着厚厚的被褥。为了方便老
人，家中还专门安装了马桶。

肖红梅悉心照顾两位老人的事感动
了大家，村里人无不点赞。

推己及人回报社会，联络帮
助村里其他独居老人

让幺爸重见光明，一直是肖红梅的心
愿。在红梅心里，幺爸和爸爸一样，都是
待自己如亲生女儿般的长辈。

2018年，她东拼西凑筹集了4万余
元，说服幺爸前往重医附一院做了手术。
但遗憾的是，康复期间肖贤东的左眼再次
受伤，永远失去了复明的机会。

为了有更多时间陪伴爸爸和幺爸，肖
红梅很少外出，办事、走亲戚都是来去匆
匆。

“我16岁那年，爸爸拄着拐杖，带我
去亲生姐姐家里认亲。”肖红梅噙着泪说，
当时自己正值叛逆期，但爸爸动之以情、
晓之以理，坚持让她与亲人相认，“爸爸和
幺爸是世上最善良的人。当我有了孩子
以后，更能体会他们待我的感情，所以，我
一定会照顾好他们。”

“孝敬老人一两天容易做到，但长年
坚持就不容易了。”肖红梅的同事说，但凡
知道肖红梅家情况的，都非常敬佩她。更
可贵的是，肖红梅把这份报答养育之恩的
爱推及村里其他老人，平日里负责联络、
帮助村里的两位独居孤寡老人。因此，肖
红梅被村上评为“孝德之星”。

巫溪县慈善会会长刘开全说，“老吾
老，以及人之老”，像肖红梅这样用爱回报
养父、幺爸以及更多老人的事迹，令人感
动，值得大家学习。

35年前，兄弟俩雪地里捡回女婴；如今她长大了，回报养育之恩——

“世上最善良的人，我一定会照顾好你们”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崔曜

4月 15日零时起，全市正式
进入汛期。我市在应急队伍、库存
资源、设施设备等方面准备得如
何？连日来，记者实地走访了部分
区县。

“小卡片”有大作用

4月16日记者来到沙坪坝区
磁器口古镇。这里历来是洪涝“重
灾区”，一遇涨水，临江低洼地带经
常被淹。

“最近有没有新增店员？请及
时报备。”磁器口街道应急办负责
人胡海军正在对古镇商家店员人
数进行摸排。在望江楼江湖菜餐
馆旁边，张贴有一张“防汛明白
卡”，标注了商家的负责人、店员、
网格员、转移路线等信息。

“精准掌握店员人数，才能
做到在遇到汛情时叫应到人，确
保所有人提前转移。”胡海军告
诉记者。

磁器口古镇划分17个大网
格，再精细到51个小网格，设置网
格员92名。每个网格员对接辖区
的商户，让大家知道什么水位可以
暂时“按兵不动”，什么水位要撤
离，哪些重点人群需要特殊照顾，
撤离时怎么走、往哪儿走……“最
终，大家都能成为防汛明白人。”胡
海军说。

睡袋、吸水袋、救生衣、皮划
艇、移动电源……重要的应急物
资也前移到古镇的地雕广场，确
保随时能投入使用。物资库内，
市专业应急救援总队沙坪坝支
队队员正在对物资进行检查和
维护，确保它们的性能处于最佳
状态。

“这两年我们还新增了声呐探
测仪、水上机器人等水上救援设
备，并通过培训让应急队员掌握了
装备的操作方法。”胡海军称。

防汛演练“动真格”

“咚咚咚！”4月 15日上午 9
点，巴南界石镇新玉村响起急促
的敲锣声，当地的监测预警员张
定琴向山洪灾害点区域的村民发

出警报。
一场“动真格”的防汛演练，开

始了。
“我是监测预警员张定琴，我

村八社下石桥处发生山洪灾害，
已通过敲锣向附近村民发出警
报，提醒大家撤离。”与此同时，张
定琴向村党支部书记汤石扬进行
汇报。

“收到，请在保障自身安全情
况下，继续发出警报，疏散村民。
我马上向镇政府报告，安排应急队
伍前来救援。”汤石扬回复。

疏散撤离组赶到现场，逐一排
查山洪灾害点周边人员，协助群众
撤离至预定的安全区域；后勤组做
好相应保障工作；村山洪灾害防御
工作组同步协调应急抢救队进入
现场，按预先部署展开抢险救援。

“拉得出，用得上，我市防汛演
练绝对‘动真格’。”市应急管理局
救援协调处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演练检验了队伍应急能力，确保
遭遇洪涝灾害时，应急部门能冷静
有序应对。”

今年以来，市级拉动集结演练
开展了5次，区县级重点演练开展
了53次。

上百处水毁工程修复完成

防汛工作，“防”字当头。防微
杜渐，才能平安度夏。去年冬季以
来，我市紧盯重点工程、重点区域、
重点人群，全面排查、整改防汛隐
患风险。

截至今年3月底，我市已完成
114处水毁工程修复，其中万州五
桥河分洪工程4月底前将具备分
洪条件。

同时，我市梳理出289处城市
内涝风险隐患点，按照“一点一策”
要求全覆盖落实责任人、整改措施
和整改时限；全市还完成汛前排查
地灾隐患点13732处、风险区137
平方公里，公路、铁路、河流等459
公里。

记者还获悉，目前，我市应急
队伍已开展分区布防。其中包括
市航空救援总队、市专业救援总
队、市工程抢险救援安能队等力
量510人、飞机6架、装备1560台
套。

记者实地走访了解应急队伍、库存资源、
设施设备等方面情况

汛期至 全市防汛准备就绪

4月17日，北碚区三圣镇天宫村，
村民在稻田里栽插秧苗。

谷雨时节，栽秧种稻。北碚乡村
地区，农民抢抓农时春管春种，田间
地头处处可见忙碌的景象。一块块
形状各异、水平如镜的稻田犹如大
地上的拼图，呈现别样的春耕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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