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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手 记

在涉县采访，记者一度产生很多疑问：村
里要修路，村干部大喇叭里招呼出义务工，村
民们为什么会二话不说，自带干粮就出现在施
工现场？

垒石堰的技术活，在大型工地上一天的收
入能达到300元，而在涉县修路的现场，一天
给80元，也有村民愿意干。

还有，一位在矿上干重体力活的年轻人，
放了三天假本想休息下，但回家后发现村里在
修路，依然拎上工具，到工地去干了三天。

随着采访的深入，记者发现，不生活在深山
中，难以理解当地群众对路的那种深深渴望。

在圣福天路，公路沿山脊延伸，记者不禁
产生疑惑：“为什么非要把路修到这么高的山
顶？”正疑惑间，却发现，路旁的树丛掩映下，赫
然出现了村庄。

从山脚来到这个名叫老周背的村庄，海拔
已经上升了800米。一位村民告诉记者：“过
去运点东西出山，只能驴驮人扛，现在好了，汽
车可以开到家门口了！”

把群众对路的渴望变成建设农村公路的
实际行动，需要一把推力。涉县的做法是要求
各级领导干部身先士卒，示范带动。

很多群众反映，修路期间，他们身边的党
员干部，天天工作在工地上，与乡亲们同吃同
住同劳动。

群众的积极性一旦被激发调动起来，即便
做出牺牲他们也在所不惜。

在后池村，村民刘虎全是最早提议
修路的。采访中，听到老伴儿说修路的
事儿，瘫痪在床近两年、话也说不成的他
激动得大哭。

通往山上梯田那条道路开工后一个
月零三天的那个晚上，刘虎全因脑出血
栽倒在与村干部商量租用铲车的路上。

术后，需要老伴儿刘群弟给他喂饭
喂水、擦屎擦尿，负责照顾他饮食起居。
然而刘群弟却说：“要不是修路，肯定不
会病这么严重，但俺不怨他。现在路修得
这么好，造福了村里多少子孙后代啊！”

路通了，最受益的还是沿线群众，
这是他们的奋斗目标，也是他们的幸福
所在。

后池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通往山上
的路修通之后，那些曾经撂荒的梯田，重
新种满了苹果、葡萄、芍药等作物；通往村
外的路修好之后，吸引了众多游人，石头
房子、石头院墙、石头堤坝，还有一道道石
砌的梯田都成了景观。

今年春节、五一期间，这个山沟深处
的石头村，竟然被外来游客的汽车堵得
水泄不通。村支书刘留根对村子的发展
充满信心，他说：“现在村里开了5家农家
乐，在外打工的700多人，也回来了200
多；下一步，村里正在规划设计民宿、发
展采摘旅游⋯⋯”

文／记者 董立龙

群众为什么愿意干

7 月 5 日至 6 日，交通运输部派出的
一个考评组在涉县就“四好农村路”建设
进行实地复核。考评组认为，涉县农村公
路建设机制，为精准扶贫提供了重要交通
支撑，成为“乡村振兴、交通先行”的典范。

今年年初，交通运输部有关同志在
涉县调研后曾评价，涉县3个多月建成正
常施工需要三年以上才能完工的“天
路”，开创筑路史上的新纪录。

“涉县过去修路，每年只能修 100 多
公里，而去年以来，全县已经修了七八百
公里！”涉县交通局副局长杨宏伟说。

其中，最令杨宏伟自豪的，还是2017
年修建的一条条平均宽9米、总长660多
公里的七彩千里乡村旅游通道。

在南太行的崇山峻岭间，该通道不
仅连通了 10 个乡镇的 158 个村庄，还串
联起了40多个旅游景点。沿线十多万群
众的出行更加顺畅，众多游客前来观光
也更加便利。

“路，对于涉县这样一个深山区县来
讲，不仅用来通行，更是生路、是出路，影响
之深、意义之大、群众期盼之切不是其他地
方能想象到的。”涉县县委书记汪涛说。

涉县在 2002 年就完成了“村村通”
任务，十几年后很多路段都需要重建。
2016 年 7 月那场大水，更是把很多路冲
回了原始状态。

而涉县仍有 58 个贫困村、8800 多名
贫困人口。这些村都位于比较偏僻的地

方，解决道路制约是脱贫致富的必要条件。
为此，涉县开启了以修建千里旅游

通道为代表的“三个一百天”行动，先后
用3个100天时间，承办了省内首个市级
旅发大会，修建了 660 多公里旅游通道，
引进了投资超300亿元的60个项目。

修路之初，曾有人发出质疑：“要资
金没资金、要设备没设备、要技术没技
术，还要修几百公里的道路，能行吗？”

“越是条件艰苦，越要激发出干部队
伍创业干事的激情；越是处于低谷，越要
创造条件让全县干部群众树立起高质量
发展的信心。”汪涛说。

恰在此时，该县后池村几名老党员
带头修路的事迹，引起了社会关注。

后池村坐落在一条山沟的尽头，全
村 2/3 的土地是建在山上的梯田。上山
的土路，雨水一淋，年年修，却年年坏。
因为不能通车，肥料运不上去，收获的庄
稼也要人扛驴驮才能下山，很多村民放
弃了耕种。

2015 年 12 月，刘虎全等几名老党员
开始上山修路，带动村民利用两个多月
时间，以出义务工的形式修建了一条6米
宽、4 公里长的通山道路。这一事迹，经
媒体报道后，激励了很多人。

受此启发，涉县县委开始发动广大
干部，和群众一起上工地。从与河南安
阳交界的田家嘴，到与山西左权交界的
旮旯铺，涉县最多时有 1.6 万名干部群众
投入了道路建设之中。

就这样，他们在南太行的高山之巅、
深谷之中、悬崖之上，打造出了一条连接
三省三县的千里乡村旅游通道。

到涉县参观考察农村公路的人们，
都会问一个现实问题，这么大的工程量，
钱从哪里来？

为解决这个难题，涉县采用了改革
的办法——让农民群众成为农村道路建
设的主体，要让群众真正把农村道路当
成自己的路来修、来管。

今年 3 月 5 日，神雪线乡村公路改扩
建工程动工了。负责这项工程的，不是
交通部门，而是神头乡。其主要建设者，
则是沿线村民。

“多年来，能把这条仅有两三米宽的
小路拓宽，是沿线村民的最大心愿。”线
路终点、雪寺村党支部书记王天良介绍：

“知道正月十八要开始修路，村民们主动

把自家挡路的黑枣、花椒树移走，把柴草
垛掀掉，腾出地来修路。”

神头乡党委书记赵志刚是工程的具
体主持者，第一次主持这么大的工程，对
他来说也是一项考验：缺钱、缺料、缺机
械设备⋯⋯

赵志刚筹到了 20 万元启动资金，还
“化缘”到了建筑材料——沿线两家水泥
厂，一家捐助了 500 吨水泥；另一家则表
态“用多少石粉尽管拉”。

赵志刚所面临的问题，涉县许多乡
镇去年同样经历过。

按照该县的设计，农村道路建设要
“以群众为骨干、村庄为主体、乡镇为主
导”，而县级财政的直接投入则变成了奖

补激励。
汪涛解释说，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改

变过去乡村公路建设等靠要、吃大锅饭
的思想，形成“农村道路建设谁先干、谁
干得好就重点支持谁”的氛围。

事实上，针对资金难题，涉县已经多
渠道进行了筹集：向上争取各级奖补资
金，领导干部带头并发动社会各界捐资，
动员群众出资、出物、出劳参与⋯⋯

此外，当地还探索新办法，对道路两
侧旅游服务区、服务驿站的经营权进行
拍卖，把修路土石用于造地等，用来筹集
资金。

要解决的不仅是资金难题。神雪线
在施工中发现，缺少会垒石堰的技工。

“刚开始只有沿线四个村的村民参与
施工，但垒石堰是个技术活儿，只有部分
50岁以上的村民才会干，人少了进度慢！”
开工十多天后，赵志刚发现了这个问题。
他号召全乡11个村分别成立党员先锋队，
帮助修路。

杨家山村党支部书记杨海军率先响
应，带着20位村民，开着一辆铲车、两辆三
轮车，进入施工现场。路基上，他们搬起石
头，找面、对齐、放稳、抹灰⋯⋯仅5天，他
们就完成了乡里安排的长120米的路段建
设任务。

正是广大群众主动让地、让房，自觉
投劳投工，才让涉县在农村道路建设上
实现了花钱少、进度快、效果好的目标。

据介绍，依靠各方积极参与，2017
年，该县仅投入 4 亿多元，就完成了造价
达30亿元的乡村道路建设。

截至目前，涉县全县农村公路已达
1293.4 公里。其中，铺设水泥、沥青硬化
路面的占比超过了 97%，实现了县乡村
三级公路全覆盖。

自建成千里旅游通道之后，来涉县

参观学习者就没断过。实地体验之后，
考察者表示，该县建设“四好农村路”的
新探索让他们很受启发。

笔者日前也踏上了其中一段——圣
福天路：道路借用了原来符山铁矿的矿
石路，并延展至更闭塞的圣寺驼村。

驶入这条道路，汽车从山脚开始，左
一个弯，右一个弯，不断向山顶攀缘。到
了山顶，却发现，道路沿山脊而行，除了
天空，已经没有更高的物体了。

然而，这同时也是一条建设标准较
高的道路，一路走来，标志明显、防护设
施齐全，沿路还设计了许多景观小品。

“我们的规划中，道路本身就要变成
景观的一部分，也就是要变旅游公路为
公路旅游。”涉县旅发委主任李奋君介
绍，作为全国首批全域旅游示范区，涉县
农村公路建设规划，已经和旅游发展多
规合一。

这一思路，体现在建设中，被细化为
七项原则：“宁可路绕十丈、绝不毁树一
棵”“随坡就势、减少垫方”“宁可多垒堰，
也要不劈山”“宜宽则宽、宜窄则窄、个别

路段曲径通幽”⋯⋯
当地认为，坚持修路与生态保护、地

形地貌和沿线景点建设相结合，才能最
大限度保护环境，最大限度地造福沿线
群众。

这种结合，在涉县已经被扩展得更
广。不是“为修路而修路”，而是要把修路
与灾后重建、河道治理、荒山治理乃至全
域旅游、精准脱贫、环境整治等相结合。

在圣福天路，笔者赶上了沿线绿化
万亩大造林的收尾工程。

山坡上，马学廷背着两棵跟自己差
不多高的树苗正向上爬去。树苗根部，
用塑料袋包着一大坨泥土。山坡陡峭，
人站不稳，运苗车更开不上来，就停在几
百米外，这几百米的距离就交给了马学
廷，以及像他一样的沿线村村民。

“我们要把涉县打造成太行山最绿

的地方。”涉县林业局副局长李和保说，
千里旅游通道两侧的绿化，是像绣花一
样来搞的，目前已栽植各类苗木 300 万
株。如今，沿线的旱作梯田、冰葡萄种
植、千亩荷塘，都成为了新景观。

一路通，路路通。涉县旅游产业因
此获得了大发展。该县统计，短短一年
间，千里旅游通道沿线新增农家乐、民宿
等300余家，从业人数5000余人，新接待
游客 480 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21
亿元。

向着建成“四好农村路”的方向努
力，涉县农村道路不仅要“建好”，还围
绕如何“管好、护好、运营好”开始了新
探索。

涉县在全县推行了路长制，设立县、
乡、村三级路长，分别负责辖区内农村公
路的建设、管理、养护、运营。

同时，还改革养护体制，通过招标选
择了两家养护公司，承担起了常态化、规
范化的养护任务。

涉县筑路记
——看一个山区县如何建设“四好农村路”

地处南太行深处的涉县，近来吸引了很多关注。
河北一大批县（市、区）先后前往涉县考察学习，

河南、山西也分别有几十个县加入这一队伍，最远的
考察者来自黑龙江。

相邻的山西省黎城县，一度每天派出 2 名县领
导带队，安排56名科级干部在这里挂职学习了一个
多月。

他们来到大山深处的涉县，是来看“路”的。

□记者 董立龙 乔宾娟 通讯员 冯晓广

蜿蜒在山间的涉县千里乡村旅游通道蜿蜒在山间的涉县千里乡村旅游通道。。记者记者 董立龙摄董立龙摄

◀◀ 神 雪 线 施 工 期神 雪 线 施 工 期
间间，，有很多不在沿线的有很多不在沿线的
村庄的村民也来帮忙村庄的村民也来帮忙。。
图为前宽嶂村村民正在图为前宽嶂村村民正在
垒石堰垒石堰。。

记者记者 董立龙摄董立龙摄

（上接第一版）2021 至 2023 年造林绿化 8 万
亩，2024至2025年造林绿化4万亩。

造林绿化过程中，我省将重点开展漕河
生态景观廊道、仙人桥湿地、金清湿地、易马
湿地、萍河防护林带、黑瀑片林、龙九湿地、
孝月湿地、潴龙河湿地和琉白湿地建设等多
项工程。

按照方案，我省将主要采用生态观光水
系林带、绿色景观长廊、经济林建设、游憩景
观林建设、河滩河岸湿地修复以及村庄绿化
等 6 种造林绿化模式。树种选择上将以常
绿、落叶、彩叶树种混交为主。在林种配置
上，防护林与经济林交替栽植。在空间布局
上，乔灌花草合理搭配，达到高低起伏、错落

有致，三季有花、四季有绿、秋季有果的景观
效果。

方案强调，对于河流两侧非耕地、废弃
地、拉土场等地段要全部造林绿化，尽快恢
复林草植被，改善生态环境。山区段要因地
制宜，充分利用河流两侧的可绿化空间，在
全部绿化的同时，与群众的游憩、休闲相结
合，实行点、带、片、星、景等多形式绿化，做
到形式多样，绿化美化相结合。

河流沿线各级政府将根据任务需要，加
大资金投入，提高造林绿化补助标准，加强涉
林资金整合，增加投入造林绿化的比重。同
时，注重市场化运作，采取PPP模式，探索林权
交易等办法，引导各方面资金投入造林绿化。

（上接第一版）
为促进这些好项目大项目加快建设、早

日投产，我省将今年确定为“重点项目提质
增效年”，建立了省重点项目领导干部包联
工作机制，各级各部门以项目前期、建设、投
产三个环节为重点，全程服务项目，主动帮
助项目主体补充补齐各种前期要件，主动协
调项目建设中的土地、资金等关键要素，主
动解决项目投产所需的水电气暖等基础条
件。对鼓励支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
务业和农产品精深加工等重点项目，我省实

行用能、用煤、用水指标无偿配置。同时，积
极对接争取国家各类专项资金、政府投资基
金，吸引国内外高端项目落地。

多方发力，促进我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和
现代服务业项目完成投资大幅增长。今年上
半年，省重点建设项目中，战略性新兴产业和
现代服务业项目完成投资 856.6 亿元，占重点
项目投资总额的50.2%。其中，战略性新兴产
业项目完成年计划投资的57.3%，现代服务业
项目完成年计划投资的78.6%。

扩大有效投资，强化要素保障，各地加

快推进项目落地，积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
点。今年以来，石家庄市加快构建“4+4”现
代产业格局，加速做优做强新一代信息技
术、生物医药健康、先进装备制造、现代商
贸物流四大产业，积极培育处于成长期的
旅游业、金融业、科技服务与文化创意、节
能环保四大潜力产业。廊坊市聚焦具有国
际影响力的新型显示和智能终端产业集聚
区、全国领先的大数据应用先行区、以智慧
物流为重点的京津冀“互联网+”创新示范
区、以优质政务服务为特征的河北智慧城
市引领区四大目标，全力提升“大智移云”
产业首位度，夯实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产业
根基。

我省优化项目结构加快培育新动能

涉 县 千 里 乡 村 旅 游 通 道 路 线 示 意 图 。
记者 董立龙摄

阅读提示

千里旅游通道连通158个村11

22 群众把农村公路当成自己的路

33 吸引新游客480万人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