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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四好农村路”串起乡村振兴新图景

村路通“心路”，直达幸福处
以路兴旅

文旅交通融合发展

清晨，浓雾散尽，邹城市石
墙镇上九山村村民张开信和妻
子刘静把农具搬上电动三轮车，
沿着风光秀丽的蔡九线来到自
家的茶园清理杂草、修剪茶树
枝，每年的3-5月和8-10月是茶
园春茶和秋茶采摘季节，夫妻俩
要趁冬季的光景把茶园管护妥
当，为3月份的春茶采摘做好准
备。

“公路不仅修到家门口，还
直通田间地头。”张开信口中的
路是2014年前后修通的蔡九线，
这条长12公里的农村公路从张
开信的茶园中间穿过，向北蜿蜒
至临菏路、向南直达上九山景
区，交通方便了，夫妻俩和村里
的村民都是受益者，“今年产量
很好，一亩能产春茶和秋茶近
100斤。”张开信说，在此之前，这
片山岭薄地还是以传统的“一麦
一棒”种植为主，老百姓多是靠
天吃饭，土地产值并不高。在他
的记忆里，上九山村路况很差，
全是泥石子。夫妻俩在2014年流
转了村里的100多亩土地，创办
了九山茶园，种植白金芽、黄金
芽、白茶、龙井43号等4大类9个
品种。

“小青瓦、白粉墙、柏油
路……路修好了，让远道而来的
各地游客知晓了我们的茶园，销
量也跟着上来了。”随后几年里，
张开信夫妻又流转了400亩土
地，规模越做越大，产品还销往
江苏、新疆等全国各地，年销售
收入约2000万元，等到每年的采
茶季节能够带动200余名村民就
业。

时隔8年，当地再次对蔡九
线道路进行提升改造，沿着这条
路行驶，可以看见增设的路灯、
公交站台、路牌等，路两侧栽植
着樱花、冬青等绿化苗木。道路
沿线，茶园、猕猴桃园、核桃园等
特色产业基地星罗棋布，从济宁
市区、邹城城区到上九山只需半
小时左右，借助家门口的资源，
不少村民在景区内开办了民宿
和农家乐。为了保证食材的新
鲜，村民郑磊磊每天开着面包车
到邹城城区，清晨采购的新鲜瓜
果肉菜，中午便能端上餐桌。“道
路修好了，村容提升了，现在不
少城里人来我们这里踏青，趁着
这个机会，我们在家里开了农家
乐，收入也增加了不少，节假日
的时候来采摘的、游玩的游客多
得很，要提前订位子。”目前，上
九山景区年接待游客量60余万
人。

为打造一批国内知名的自

驾体验精品旅游风景线，近年
来，济宁市高度重视旅游公路建
设，泗河观光大道、环湖大道东
线等项目相继建成通车，路域环
境和沿途风光优美，济宁市在旅
游公路建设方面进行了有益探
索。近日，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
省交通运输厅、省邮政管理局公
布了省级交通运输与旅游融合
发展示范案例名单，其中，红色
征途——— 微山湖旅游区水陆综
合交通线入选省级十佳示范案
例，邹城美丽儒风路入选省级优
秀示范案例。

科技赋能

养护效率提升明显

打开“农村公路智慧养护”
小程序，一边巡查，一边实时上
传公路相关信息，形成“有轨迹
巡检”记录……在邹城市，“指尖
养护”成为邹城市公路工程有限
公司养护科科长李君峰的工作
常态。

手机屏连着显示屏，这边，
公路信息实时上传，几公里之
外，担当着农村公路养护“千里
眼”和“顺风耳”角色的邹城市数
字交通智能管养平台，工作人员
能及时在显示大屏上调取画面，
并通过分布在急弯、临河和灾害
易发路段的监控摄像信息，随时
查看重点路段运营情况，第一时

间处理相关事件。
“借助智慧监管平台，不仅

实现了农村公路巡视全覆盖和
数据共享，还提升了农村公路社
会化监管水平。”邹城市交通运
输局养护服务部部长郑方亮介
绍，在路面信息采集工作中凭借
图像识别技术，可精准识别路面
裂缝、坑槽、断板等常见问题，形
成公路“病历”。

“相较于人工路面巡查，路
面病害图像智能识别更加高效、
精准，通过安装固定点位的监测
基站，即可获取病害路段相关信
息。”郑方亮介绍，将自动化检测
数据应用到养护决策中，不仅提
升了检测准确率，还为农村公路
大中修计划和养护资金计划提
供了依据。济宁市围绕重要路
线、重点路段、关键结构物开展
农村公路数字化改造，利用图像
识别技术采集基础设施数据
3 . 13万条，覆盖路线510公里，包
含交通安全设施数据2 . 47万条。
搭建了GNSS边坡沉降监测、路
面沉降监测等物联感知预警体
系。依托省交通运输厅“四好农
村路”综合管理平台，对全市农
村公路状况、养护人员、项目推
进等进行统一掌控，及时掌握农
村公路情况，提升对农村公路养
护管理的工作效率。

“近年来，通过持续加强信
息化建设，农村公路管养效能得

到提升。”济宁市交通运输局有
关负责人说，“农村公路三分建、
七分养”，济宁市探索搭建数字
交通智能管养平台，充分应用大
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
术手段，整合多方数据，让一个
平台做到交通运输监管全要素
可感可知。目前，全市农村公路
技术状况自动化检测覆盖率、农
村公路列养率达到100%，优良
路率比例达到80 . 2%，基本实现

“有路必养，养必到位”。

花卉走俏

一路通则百业兴旺

今年年初，交通运输部发布
“行在乡村 游在路上”最美自
驾精品入围路线，“济宁市兖州
区兖州泗河观光线(右堤)”成功
入围，成为山东省唯一一条入围
路线。兖州区兖州泗河观光线犹
如一条舞动的绸带，将大安镇、
鼓楼街道、酒仙桥街道、新兖镇、
兴隆庄镇、兖州城区紧紧串联，
形成了以县道沟通城乡、乡道往
来交织、村道阡陌纵横的农村公
路网。

位于兖州的济宁农高区是
科技部批准的国家级农业科技
园区，走进济宁农高区高档智能
温室，一排排半自动化移动苗床
上五颜六色、形态各异蝴蝶兰整
齐排列，工人们正细心地为它们

浇水、修剪枝叶。这些色彩斑斓
的蝴蝶兰将从这里出发，销往北
京、上海、郑州、杭州等大城市。

“园区地处交通要道，再加上观
光路的开通，为我们增加了人流
和物流，蝴蝶兰产业进入了一个
快速增长期。”济宁市农业高新
技术示范园双招双引办公室主
任尚衍任介绍，紧邻泗河观光路
的区位优势让园区的蝴蝶兰产
业更上一个台阶，目前园区有20
多家花卉种植企业，来自宝岛台
湾的济宁鼎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是规模较大的企业之一。2003
年，台商苏俊明就来到兖州区兴
隆庄街道销售蝴蝶兰种苗，一直
到2016年，园区所在的兴隆庄街
道党工委整合“第一书记”帮扶
资金，在济宁市农高园建起了9
座温室大棚，以整体租赁的方
式，苏俊明承包温室大棚，开始
培育、种植蝴蝶兰。

“在此投资培育蝴蝶兰，看
中的是区位优势，临近的崇文大
道、泗河观光路连接高速路网，
当日发货当日或次日便能送达
客户手里。”随着春节临近，花卉
产业迎来了消费旺季，苏俊明的
38000平米高档智能连栋温室里
同样一片火热景象，苏俊明一边
张罗着生意一边介绍，他的蝴蝶
兰国内方向主要销往上海，国外
则多发往荷兰和澳洲。“九米六
长的冷藏车，一车可以运输5万
棵花苗，硬化路面直通高档智能
连栋温室门口，花卉的运输毫无
压力，更免去了磕碰运损的后顾
之忧。”

四通八达的农村公路，见证
着济宁的城乡巨变，联通了群众
的幸福生活。

在济宁农村公路上，行驶的
客货运输车辆络绎不绝，全市已
开通运营农村客货邮合作线路
107条，建制村均实现农村物流
服务100%全覆盖，实现了全市
客货统筹、运邮协同、物流配送

“一张网”。邹城市、嘉祥县、微山
县等3个县先后入选省级农村客
货邮样板县；金乡县、梁山县、曲
阜市等12条农村客货邮线路纳
入2024年省级补贴线路名单，入
选数量全省第2位。“十四五”以
来，全市累计完成新改建农村公
路2100余公里，全市农村公路通
车里程1 . 96万公里，较“十三五”
末增加400余公里。建制村通硬
化路率、通客车率、村级物流服
务网点覆盖率均达到100%。邹
城市、曲阜市、嘉祥县被命名为

“四好农村路”全国示范县，邹城
市入选全国深化农村公路管理
养护体制改革试点县，金乡县、
汶上县被命名为“四好农村路”
省级示范县，济宁市被命名为

“四好农村路”省级示范市。

邓超 赵云龙 通讯员 孔宵 济宁报道

济宁市把“四好农村路”建设作为惠民生、保稳定、促发展的民生工程，2024年济宁市计划
实施新改建农村公路700公里，截至11月底，建设任务已全面完成。

农村公路修到家门口，“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脚泥”的状况成为历史。目前，济宁符合条件的
建制村通硬化路率达到100%，农村公路通车里程达到1 . 96万公里，以县城为中心、乡镇为节点、
村组为网点的农村公路网络绘织形成。

惠及沿线百姓，济宁打造“四好农村路”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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