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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山多娇，巴山渝水
风光无限，道路如织，巴
渝大地壮美如画。栉风
沐雨百年，展开重庆公路
发展的新画卷，只见东联
西接，南通北达，纵横交
错，国省道、县道、乡道、
农村公路密织成网，串连
城乡……，这是党的十九
大以来，重庆公路人笃定
前行、砥砺奋进，绘就一
幅绚丽多彩时代画卷。

随着全市“交通建设
三年行动计划”的实施，
结合全市交通强国试点，
紧扣交通强市目标，围绕
交通发展“大通道，大枢
纽、大产业、大空间、大融
合”定位，公路发展迎来
了发展历史上投入最大、
速度最快、群众获得感最
强的时期。

“十三五”以来，全市
普通公路总里程从14万
公里提高到18.1万公里，
增长了4.1万公里；

全市“四好农村路
“通达通畅率达到100%
和92%，分别提高18%、
37%。

交通建设三年行动
计划圆满收官，一张匹配
国家交通枢纽地位的大
公路网络格局日趋成型，
喷薄出新时代公路交通
发展的新气象、新征程。

重庆地处三峡库区腹心地带，丘陵众多，
干线公路是交通体系的构成主体。

翻开建设成绩单：全市改造普通干线公路
1.2万公里，特别是近三年，改造达到1万公
里，是过去三年的3.3倍。全市普通干线公路
路面铺装率达到100%，国道二级及以上公路
占比达到90%，省道三级及以上公路占比达
到70%，较“十二五”末分别提高19%、22%。

数字演绎精彩。一组组数据，如一个个跳
动的音符，唱响了重庆公路人的奋进之歌，更

如全域描绘的大写意，见证了重庆公路交通发
展的辉煌历程。

在梁平区S510省道百里竹海段上，随处
可见游客在拍照合影留念。黑色的沥青路面、
白色的交通标线、花红叶绿的景观绿化不时引
发他们的赞叹。在2016年，借由S510省道升
级改造的时机重新打造这条旅游路，如今已成
为梁平全域旅游的一条重要干线，更是百里竹
海景区最重要的旅游交通大动脉。

要致富先修路，对于永川区吉安镇村民们

来说，真的非常深刻。吉安镇以黄瓜山农业园
区为主线，连通立石镇玉龙湖景区，初步构建
川渝乡村旅游衔接带，着力打造以2.2万亩黄
瓜山梨为主的特色水果发展区，以及传统优质
粮油发展区，形成路景相融的乡村旅游线路。

纵横通畅八方，交织立体大网。一条条大
道飘若玉带，蜿蜒在绿水青山间，连接着历史
与未来，承载着梦想与希望。

如今，全市3A级旅游景区、市级重点工
业园区均有三级及以上公路连接，全市区县与
周边省际之间，区县之间路网通行水平不断提
升。数万里的干线公路就像是一条条发展的
动脉，将分布在各区县的经济板块像串珍珠一
样连在一起，推动高质量发展走深走实。

“行动计划让广大群众充分感受到公路交通
发展成果。”市公路事务中心主任李建明说，3年
来，市公路事务中心将各级各部门的决策部署如
春风化雨、落地落实，在公路管理治理上走出创
新发展新路。

任务如炬，责任在肩，公路人将工作落实作履
行初心使命的重要政治职责一以贯之，先后深入
石柱、黔江、彭水等18个深度贫困乡镇调研行动
计划项目建设进展情况，形成在建一批、新开一
批、储备一批的梯次项目结构，保障项目深度和质
量；定期组织办公会专题研究，优先启动前期工
作、优先审批工程设计、优先支持项目资金，实现
从制度体系到项目运行的指导帮扶全过程覆盖。

科技创新是公路发展的第一动力。走进市
公路事务中心的视频指挥室，可以看到利用行车
视频图像自动识别技术，组织“互联网+”日常养
护督查测评的新模式，据了解，市公路事务中心
坚持以科技创新作为深化优化管理决策的重要

方式，加快大数据、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
现代化养护和智慧路网管理领域的深度应用，实
现了路网整体运行效率最大化。

公路建养并重必须实现全寿命管理，市公路
事务中心在西部地区率先制定《农村公路技术状
况评定标准》，明确农村公路评定范围、频率、方
式及标准；第一次提出农村公路灾毁保险制度，
为普通公路管养发展提供基本保障；参照交通运
输部检查模式，修订印发公路工作目标评价指
标，建立了全寿命周期的督查考核长效机制。

一系列亮眼成绩紧随其后：截至目前，累计
实施路面修补400余万平方米、路面灌缝1000
余万延米，普通干线公路灌缝率达85%以上，改
造危桥危隧1000座，新建公路安防工程1.1万公
里，实现乡道以上全覆盖；抢通国省干线断道
1200余处；大力推广“路长制”，政策保障体系持
续完善，加快建设配套措施；全市804个乡镇全
部建立农村公路养护管理站，专门负责制定养护

规划和督查养护工作。
普通公路科学决策辅助机制更加完善，建成

普通国省干线和农村公路信息监管平台，接入
800余路视频监控、200余个交调站点、150余套
移动巡查车以及1000余套应用终端，公路监控
实现1小时全覆盖；每年路政案件结案率提升至
99%以上、路损追偿率97%以上、许可正确率
100%，实现路产路权保护、项目监管和应急处置
全过程闭合管理……

从满足人民群众对公路交通基本通达需求，
到实现公路品质出行的整体飞跃，立足夯实全市
经济发展基础保障，已将每一条公路打造成群众
心目中满意路、安全路、幸福路。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全体
公路人将紧紧围绕交通强市、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和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全面推进公路事业高质
量发展，以公路发展的生动实践奋力开启社会主
义现代化新征程，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
量！

刘钦 龙搏 解桓
图片由市公路事务中心提供

走好乡村振兴道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
化，道路是关键。农村公路的高质量发展是
衔接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

“要结合实施交通建设三年行动计划，扎
实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党的十九大以
来，重庆公路人深入落实各级各部门指示要
求，聚焦农村公路建设，不断优化农村公路

“毛细血管”网络——全市农村公路，从简单
到丰富，从通达到通畅，从功能到品质，实现
了历史性的跨越，广大农村群众“乡乡村村硬
化路，四通八达奔小康”的梦想正在加快实
现。

目前，全市已累计实现新改建“四好农村
路”8.4万公里，农村公路总里程达到16.2万
公里，路网密度西部第一，新解决9875个村
民小组通达、23170个村民小组通畅，尤其是
实施交通建设三年行动计划以来，建设6.26
万公里，是上一个三年的2.1倍，规模为历史
之最，全市18个深度贫困乡镇均有1条以上
对外连接通道，石柱县中益乡等具备条件的
村民小组通达通畅率实现双100%，全市农村
群众到达县城出行时间明显缩短，出行频率
明显提高，“出门水泥路、抬脚上客车”成为现

实。
为切实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我市还

将农村公路提质增效纳入重点工程及绩效考
核范畴，先后出台了《关于切实做好“四好农
村路”建设有关工作的通知》，制定了《重庆市

“四好农村路”督导考评实施细则》等10余个
管理制度文件。近年来，全市农村公路质量
抽检合格率逐年提升，一次性交工验收合格
率达到98%以上。2020年10月23日，交通
运输部主要领导就重庆“四好农村路”建设作
出重要批示，充分肯定全市“四好农村路”发
展取得的重要成果。

绿野铺通大道，青山飞架桥梁。一条条
公路从未如此直抵人心，激荡着脱贫攻坚的
湍流，舒展着奇峰峻岭的姿容，描摹着乡村振
兴的画卷。

在黔江区小南海边上的土家十三寨，这
里因公路畅通，已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乡
村变成如今颇有人气的国家级4A景区，让守
着自然资源和文旅资源的山里人踏上了致富
的新路；

在酉阳、巫山、奉节等昔日的深度贫困乡
镇，已然是公路引领电商，引领物流、引领发

展，这些曾经的贫困村，不但早已顺利脱贫摘
帽，全域旅游、路产融合等绿色、生态、健康、
优质的路域经济新业态形成品牌优势……

公路建设一小步，发展推进一大步。日
臻完善的农村公路设施，正让广袤巴渝山乡
路成环、村结网、百业兴、人乐居，夯实村落根
基，与城共融。

以先导支撑书写高质量发展大手笔
实现国省干线从瓶颈制约到内畅外联

以畅村通组点缀乡村振兴“上河图”
实现农村路网从“走得了”到“走得好”

以科技创新建立智慧公路架构网络
实现公路运维从传统管理到全寿命治理

链接

石柱县中益乡生态园产业路

市公路事务中心 交通建设三年行动计划谱写最美篇章

展望“十四五”，前景辉煌

“十四五”时期，普通公路拟实施国省道
改造 5000 公里，新改建农村公路约 1.5 万公
里，实现乡镇通三级比例达85%，村民小组通
硬化路98%以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
效衔接乡村振兴战略。

建好“经济圈”，协同发展

深入贯彻落实《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规划纲要》，全面完善毗邻地区干线公路网
络，打通“断头路”和“瓶颈路”，推动公路建设
标准一致、时序一致，实现公路交通一体化发
展。实现毗邻地区普通国道出口通道达到二
级标准、普通省道出口通道达到三级标准，联
合打造成渝毗邻地区“四好农村路”示范片
区，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普通公路互联
互通。

公路沿线农业产业园相继建成

■国省干线里程数（公里）
■农村公路里程数（公里）

2
0
1
8

年

2
0
1
8

年

2
0
1
9

年

2
0
1
9

年

2
0
2
0

年

2
0
2
0

年

139262

155943

162263

15125 15108
15131

2
0
1
8

年

2
0
1
8

年

2
0
1
9

年

2
0
1
9

年

2
0
2
0

年

2
0
2
0

年

■农村公路村民小组通达率
■农村公路村民小组通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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