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付爱农 杨永芹

12月19日，巫溪县红池坝景区进入“冬闲”时节，但刘道任并没闲
下来。作为红池坝镇龙台村好客专业合作社董事长，他要趁这段稍
稍松活点的时间，为合作社办好三件大事——

一是预计投资300万元，把十余间民宿扩容至四十多间；二是建
一个“高大上”的会议室；三是扩建村子周边的“微田园”，让游客能更
好地体验采摘之乐。

红池坝的旅游旺季，要等到来年夏季，这几件事看起来并非急
务，刘道任为何这么着急？

“从开州到红池坝的公路即将完工，而且要通到村里，预计来年

村里的游客至少增加50%，我能不急吗？”刘道任说。
“修好一条‘四好农村路’，打通‘最后一公里’，既改变了当地人

的生活节奏，也串联起城乡，盘活了经济。”市交通局负责人说，随着
我市交通建设三年行动计划收官，在乡村、园区、风景区等地纵横交
错的“四好农村路”，正成为百姓奔向新生活的“民生路”“脱贫路”“小
康路”和“幸福路”。

来自市交通局的最新数据显示，2020 年底，全市“四好农村
路”总里程达到16万公里，路网密度194公里/百平方公里，居西部
第一。全市农村群众到达当地区县城区的时间平均缩短约 2 小
时，出行距离扩大3倍，出行频率提高5倍以上，农村公路通行效率
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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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好农村路”让游客进村山货进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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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池坝镇位于巫溪与开州、云阳三区县的
交界处，海拔在1800米至2500米之间。一旦
入冬，当地人就只能闲下来，谓之“冬闲”。

以前，“冬闲”是一件无可奈何的事情。由
于交通不便，当地人难出去，外地人难进来——
红池坝全镇平均距离巫溪县城120多公里，是
全县地理位置最边远的乡镇；唯一的出镇公路
是田茶路，全长30公里，全线“悬挂”在河边的悬
崖陡坡之上，弯多、路窄，雨季时还容易出现落
石、塌方，低洼路段经常被洪水淹没。

“来往车辆要想错车更麻烦，只能在专门扩
宽的错车点打电话预约。”红池坝镇政府相关负
责人说起这事就摇头。

受交通条件制约，红池坝镇成为重庆18个
深度贫困乡镇之一。

改变，缘自交通建设三年行动计划中的“四
好农村路”建设——2019年11月，总投资3亿
多元改造升级的田茶路通车了，昔日路宽不足5
米的水泥路面乡道，升级为7.5米宽的沥青路面
大道。

同时，连接红池坝景区的“一横一纵”道路
直接将开州和云阳连起来，也打通了红池坝镇
向西、向南的出口，形成巫溪红池坝国家森林公
园—开州雪宝山景区—云阳龙缸景区的生态旅
游大环线，有力助推了巫溪、开州、云阳三区县
区域联动发展。

交通瓶颈打破了，世代生活在大山的人们
看到了新的希望，也改变了他们的生活。

去年，一直在外打工的红池坝镇茶山一组
村民陈安雄返乡，将老房子进行改造，并于今年

5月办起了有5间民宿的“森林人家”。
“以前到镇上要一个半小时，现在开车只要

15分钟。路修好了，游客越来越多。我办的民
宿，房子是自家修的，蔬菜是自家种的，投入少
成本低，收入不错，而且一家人在一起，比过去
外出打工强多了。”看着门前平整宽畅的道路，
陈安雄高兴地说。

来自市交通局的数据显示，目前，全市18个
深度贫困乡镇具备条件的村民小组通硬化路达
100%，均有一条对外连接干线公路通道。

“建设‘四好农村路’，铺出发展‘快车道’，
为改变广大农村地区面貌，为全市决战决胜脱
贫攻坚以及乡村振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市交
通局负责人如是说。

3年前，红池坝镇上各家店铺的生意都是冷

冷清清的。
3年后，以田茶路等道路为“主线”，红池坝

镇13个行政村全部开通农村客运，旅游大巴直
接进村。龙台村因此成立了好客专业合作社发
展乡村旅游，去年8月营业以来，累计收入达到
140万元左右。

全镇现已建成民宿酒店3家、民宿接待户
50户。今年以来，从重庆中心城区及周边区县
自驾到红池坝镇游玩的游客有2万余人，到了旅
游旺季，茶山村、龙台村等村的特色民宿“一床
难求”。

“这样好的机会，必须抓住。所以合作社的
几件事情要提早办好。”刘道任信心满满地说，
待来年春暖花开，尤其是入夏后，合作社的生意
会更上一层楼。

前不久，梁平区大观镇庙坝村5组村民彭
文贵购买了20袋肥料。“这些肥料运到家，只花
了十多分钟。”彭文贵笑着说。

彭文贵今年67岁，曾是当地建档立卡贫困
户。庙坝村驻村第一书记杜兴盛介绍，该村是
典型的深丘地形地貌，产业以梁平柚为主，村
里有500户人家，建档立卡贫困户就有17户，
很多村民的收入来自于外出务工。

“长期以来，交通不便制约了发展。以
前，村里到镇上只有一条2.5米宽的机耕道，
货车根本开不进来，村民步行到镇上也要1
个多小时。”杜兴盛说。

路不好走，村民从镇上购买肥料等“大
宗商品”，基本上靠肩挑背扛。当地柚子丰
收了，也经常滞销。庙坝村村民寄取快递，
只能走路到镇上，如果农产品要通过电商

销售，人工成本每单在15元左右，成本太高。
去年8月，一条长3.4公里升级改造的“四好

农村路”通到庙坝村。彭文贵说，大货车直接开
到家门口，所以这次购买的20袋肥料，能这么快
送到家。

“四好农村路”建设，方便了农村居民出
行。来自市交通局的数据显示，交通建设三年
行动计划实施以来，全市累计新改扩建乡镇客
运站13个，农村客运招呼站（点）4073个，全市
农村客运车辆达9549余台、班线达到3896条，
实现所有乡镇、建制村100%通客运。

“四好农村路”建设，更畅通了农村地区物
流。

“路修好了，农产品销售就好办多了。电商
进了村，农产品在家门口就能卖，人工成本也降
到每单5元以下。”杜兴盛介绍，去年10月，脑子

灵活的村民周春办起农村电子商务服务点，在
网上销售村里的鸡蛋、大米、蜂蜜、柚子等农产
品，也在帮村民代购生鲜、日用品等。

“如今正是柚子收获时节，网上特别好卖，
我一天最多能卖出200多件。”周春说，交通方
便了，村里要卖的货多了，电商快递员会主动开
车来取。

周春的电商服务点，去年网售柚子2000余
单，合计收入6万余元。今年，网销数量更是节
节攀升。

借力电商平台，彭文贵种植的3.5亩柚子不
愁销，自家种的包谷、土豆、南瓜、红苕，养殖的
土鸡、土鸭、生猪等也都能很快卖出去。去年，
他家的农产品收入约4000元，加上在村里打零
工的收入，去年全家收入8000多元，实现了稳
定脱贫。

“四好农村路”建设促进农村电商发展，也
让石柱县尝到了甜头——

通过交通与邮政紧密配合，以“交邮融合
发展”的方式，石柱开辟了一条“工业品下乡、
农产品进城”的双向流通渠道，逐步建立起石
柱与全市、全国联通的新型电商模式。今年1-
8月，该县累计实现电子商务交易额同比增长
32.6%。

市道路运输事务中心相关负责人说，为打
通农村地区物流“最后一公里”，我市对现有客
运站进行改造，新建物流站场，推动县级仓储配
送中心、乡镇综合服务站、村级物流服务点建
设。“四好农村路”畅通了“微循环”，形成物流大
通道，在农村形成一张巨大的物流网。借助这
张网，山货进城、电商进村、快递入户已蔚然成
风。

12月10日，开州区赵家街道南山村，村
民熊协菊一家直接将车开到橘园，开始采摘
橘子。

眼下正是橘子收获季节。放眼望去，
橘林漫山遍野，果子挂满枝头，犹如一个
个金色的小灯笼，为冬日的南山村涂抹
上喜庆的色彩。

南山村有8个组，共有2000多人，
种植柑橘、李子等水果是当地人的“强
项”。“但前些年路不通，柑橘、李子

经常滞销。背到赵家街道去卖，要走1个多小
时，再坐车20多分钟。每一季，柑橘、李子只
能卖出 1/3，其余的只能挂在树上、烂在地
头。”熊协菊说。

“四好农村路”南山村旅游环线的开通，
给村里带来了变化。“我们家的橘子，一年能
收入2万元左右。放在以前，是想都不敢想
的。”环线沿线的齐圣村村民谭绪龙说，今年
他家又新栽了500多株柑橘树，今后收入会
更高。

“多亏政策好，农民得红包。”南山村书记
沈诗学介绍，今年，新修建的南山村旅游环线
通了，长约9公里，串起了南山村、和平村和齐
圣村；路面宽畅，不仅有错车道，还建了三个停
车场和观景台。

旅游环线通了，齐圣村着力打造的“农
业+生态+旅游”发展模式得以施展：海拔400
米以下，种植优质柑橘 2300 多亩、杂水果
1000亩；海拔600米以上，种植红心猕猴桃
1000亩、蓝莓100亩；修建齐圣庄园，打造3

个乡村旅游接待中心……
市交通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自交通建设三

年行动计划启动以来，我市重点打通贫困地区
“断头路”“瓶颈路”，加快景区、产业地区公路
交通整体覆盖。

当前，我市与周边省际之间，各区县之间、
建制镇（乡）之间以及行政村之间的路网结构
显著优化；全市实现县县都有“产业路”或“旅
游路”，“四好农村路”沿线农业特色产业不断
壮大，总产值突破1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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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好一条路 激活一片景

大货车直达家门 农产品快捷出村

巫溪县兰英乡巫溪县兰英乡““四好农村路四好农村路””
成为村民外出的便道成为村民外出的便道。。

刘洋刘洋 摄摄//视觉重庆视觉重庆

万盛黑山镇的乡村旅游公万盛黑山镇的乡村旅游公
路路，，连接鱼子村连接鱼子村、、北门村和黑山旅北门村和黑山旅
游度假区游度假区。。 郑彬郑彬 摄摄//视觉重庆视觉重庆

梁平区四好农村路梁平区四好农村路。。 高小华高小华 摄摄//视觉重庆视觉重庆

忠县白公街道护国村乡忠县白公街道护国村乡
村公路村公路，，彩林之路彩林之路。。

范红娟范红娟 摄摄//视觉重庆视觉重庆

打通“断头路”“瓶颈路”沿线产出百亿元

数读“四好农村路”

“四好农村路”，是把农村公路建好、管好、护好、
运营好。

1616万公里万公里
到2020年底，全市“四好农村路”总里程达到

16万公里，路网密度达到194公里/百平方公里，
路网密度居西部第一。

100100%%
截至2020年底，我市具备条件的村民小组

100%通公路、92%通硬化路，具备条件的乡镇
和行政村实现 100%通硬化路、100%通客
车。18个深度贫困乡镇具备条件的村民小组
通硬化路100%，均有一条对外连接干线公路
通道。

八大工程八大工程
我市全力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实施

“八大工程”：补短板、促发展、助增收、提服
务、强管养、重示范、夯基础、保安全。

30003000余公里余公里
重庆每年实施农村公路安防工程

3000余公里，全市农村公路列养率达到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