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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庄大道架起惠民桥梁

信阳农村公路总里程2.2万公里 位居全省第二位

大别山，英雄山。

曾经，无数革命先烈在这里披
荆斩棘，前赴后继，敢叫日月换新
天，走出了一条通向新中国的光明
之路。

今天，英雄的大别山儿女沿着先
辈的足迹，穿山越岭，克难攻坚，开辟
了一条条脱贫致富的康庄大道。

如今，六登“中国十佳宜居城
市”排行榜的信阳，农家乐方兴未
艾，茶乡游如火如荼，无论是一马
平川的沃野， 还是群峰连绵的山
乡， 正是那一条条通畅的道路，让
人们来去自如。

大别山下，天堑变通途，山乡
披锦绣。

一通百通
“过去这里全是土路， 一遇到

连阴雨便无法通行，有时眼睁睁看
着收下来的山货烂在家里。现在可
好了，我们再也不用看老天的眼色
了。”

9

月
28

日， 新县田铺乡将军故
里，一位老人正在高兴地向游客兜
售土特产，“这不， 山货不愁卖了，

还能卖个好价钱呢！”

新县，位于大别山腹地，是全
国著名、全省唯一的“将军县”。这
里层峦叠嶂，沟壑纵横，平均海拨
350m

，

700m

以上的山峰就有
47

座，

大小河流
92

条，“七山一水一分田，

一分道路和庄园” 是其真实写照，

自古“四塞之崮，舟车不通，土产不
出，外货不入”。

如今的新县，一条条四通八达
的道路，横亘于青山绿水间，如玉
带般镶嵌，又如飞龙般缠绕。昔日
的穷山僻壤，鸡鸭欢唱，别墅林立，

风景如画，游人如织，焕发出无限
的活力。

新县山村的变迁是信阳农村
公路发展的一个缩影。

信阳是大别山革命老区，老区
似乎总是和贫穷闭塞相伴。全市八
县（含固始县）两区，除了息县和淮
滨两个平原县， 其它都是山区县。

直到本世纪初，这里很多地方仍是
“大路三尺宽，小路一线天；半天难
走两里路，运输全靠驮和担”。

穷则思变，困则谋通。久受闭
塞之苦的大别山儿女勇敢而顽强
地向大山宣战，千方百计，多方筹
资，修路架桥。争项目、跑资金、快
建设、保质量，打响了一场“突出重
围”大会战。

“农村交通不便严重制约农业
发展、阻碍农民致富，只有打通走
向外界的‘出路’，才能开辟嵌金铺
银的‘财路’。”信阳市交通运输局
局长付卫深有感触地说，“作为交
通人，我们责无旁贷，重任在肩。”

付卫认为，项目是交通工作立
足之本， 信阳交通要快速发展，就
必须要有项目、资金作支撑。为此，

信阳市交通运输局把工作的重点
放在主抓项目上，通过抓项目大力
争取资金政策支持。

有了项目， 老区人依然缺钱。

据测算，每公路水泥混凝土路面的
农村公路成本近

20

万元， 除国家、

省交通运输部门补助资金之外，每
公里

10

万元的缺口怎么补上？

八仙过海， 各显神通。 上级
“补”一块、地方财政“配”一块、动
员成功人士“捐”一块、鼓励群众
“投”一块，块块相接，汇聚成农村
公路建设的强大合力。 据统计，仅
2013

年，全市农村公路就筹措各类
建设及养护配套资金

4

亿多元。

缺口资金较多的项目，则往往
都是由县区财政兜底。淮滨县“方
集洪河———

S337

台头” 县乡路项
目、新县“东风桥头———邱湾付洼”

项目， 资金缺口分别为
5000

多万
元、

1400

万元， 两县缺口资金全部

财政兜底解决。有些县区，则采取
以地换路方式筹集建设资金。

2013

年， 光山县政府把
350

亩土地划拨
给县交通投资集团开发，收益作为
农村公路建设和养护的配套资金，

经初步估算，仅这些土地的出让金
就近

4

亿元。

老区变了样， 数字见真章：

2007

年，信阳
2683

个建制村，所有
行政村通水泥路（油路）。截至

2013

年年底，新改建农村公路
1.17

万公
里， 占全省改造总里程的

11%

；信
阳农村公路总里程达到

2.2

万公
里， 占全省农村公路总里程的

10.2%

，位居全省第
2

位，农村公路
密度达到

114

公里
/

百平方公里。

由通到畅
2013

年年底，平桥区迎接河南
省交通运输厅“好路杯”验收，验收
组在实地考察后，发出了“三个没
想到”的感慨：没想到平桥区农村
公路质量这么好，没想到平桥区文
明示范路标准这么高，没想到平桥
区交通进步这么快！

9

月
11

日， 记者驱车驰行在平
桥区“东大岗”沿线，同样不禁为一
路的所见感慨不已。笔直畅通的水
泥路、绿意盎然的行道树、鲜亮醒
目的警示桩、 随处可见的交通标
识、 整洁平坦的路肩……置身其
间， 忍不住陶醉于窗外的美景，而
这道路本身， 谁说不是亮丽的风
景？

时间切换到三年前，平桥区交
通却是另一番景象：由于境内河砂
资源、矿产资源丰富，超载严重，一
条条没有达到使用寿命的道路病
害严重，面目全非。到

2011

年年底，

全区已很难找到一条平坦的道路。

短短
3

年间，平桥区将全区
560

余公里县乡公路改造建设一遍。然
而，建设、毁坏、再建设、再毁坏，这
是过去平桥区交通“重建轻管”绕
不出去的怪圈，也是全市交通曾经
普遍存在的现象。“三分建， 七分
管”，这七分，却一度被忽略了。

“不能再重复昨天的故事！”

2012

年，信阳市交通运输局抓住为
期三年的全省“农村公路管理养护
年”契机，组建队伍，建章立制，在
全市拉开了农村公路“建、管、养”

一体化、管养工作常态化的大幕。

“建设一条路、管好一条路、养
好一条路”。各县区从实际出发，在
各乡镇设立了养护站， 建立了县、

乡镇、村三级养管体系，基本满足

了公路养护需要。据统计，全市共
168

个乡、镇、办事处，除了
5

个没有
农村公路养护任务的办事处外，其
余
163

个乡、镇、办事处均已建立了
乡镇养护站，建站率达到

100%

，全
市农村公路列养农村公路里程达
1.2

万公里。

河区率先在环南湾湖公路
上设立了一个养护中心和三个养
护道班

,

并从养护公路沿线群众中
选择

21

名养护承包责任人， 作为
“农民养护工”。平桥区采用以奖代
补的形式每年在全区各乡镇开展
养护竞赛， 促进了养护工作的开

展。光山县通过融资，建立了机械
化养护中心，对全县的水泥路进行
统一养护。潢川县深化农村公路管
理养护体制改革，将农村公路管理
所与交通路政管理所合并，并成立
了两个路政大队，在日常养护过程
中协同养护人员随时对危害路产
路权的行为进行制止和处理，真正
做到有人建、有人管、有人养。

“合格不是达标， 创优才是达
标”。 信阳开展文明示范路创建活
动以来，全市累计投入资金

6000

万
元，创建文明示范路

731

公里，其中
“省级文明示范路”

416

公里。 创建
工作充分发挥了以点带面、示范带
动的作用，为农村公路养护工作树
立了新的标杆。

河区西南山区大通道堪称
信阳市农村快捷交通网的典范，它
途径柳林、谭家河、河港、董家
河、吴家店五个乡镇，见证了沿线
茶产业和生态旅游业的蓬勃发展，

是信阳文明示范路当之无愧的代
表。

公路在一米米延伸、一天天拓
宽，路网在一年年完善、一个个织
就。一条条农村公路，犹如活力四
射的“生命线”，贯通着大交通的主
动脉，激活着老区乡村，滋润着百
万百姓。

未来展望
“‘十二五’期间，信阳农村公

路已由过去的重‘通’ 转向了重
‘畅’，由重建设，转向提高公路等
级、完善路网结构，并逐步完善安
保工程，提高农村公路通畅率和通
达深度。” 信阳市交通运输局农村
公路管理处处长孔军向记者介绍，

“未来三年， 河南省将农村公路建
设作为完善大交通路网的重中之
重，启动‘三年行动计划’，三年计
划投资

300

亿元，进一步织路成网。

农村公路建设，无疑将进入新一轮
快速发展期。”

据了解，全省
300

亿建设资金，

将有
25

亿落户信阳。日前，根据省
政府实施农村公路三年行动计划
乡村畅通工程的意见，信阳已编制
上报了“信阳市农村公路三年行动
项目库”。

此库共包括
2014

年至
2016

年
农村公路建设项目

1078

个、

3658

公
里， 桥梁建设项目

618

个、

29009

延
米。 在此基础上， 又编制上报了
2014

年第一批农村公路建设项目
建议计划。

三年后，信阳将基本实现乡镇
政府驻地至行政村有一条路况良
好、 符合等级要求的道路连通，基
本消除现有县乡道危桥和村道上
的大中危桥，逐步打通县际、乡际
断头路。届时，一条条公路将似“彩
练” 般劲舞在大别山区的山间田
野，有力地拉动农村经济社会又好
又快发展。

蓝图虽美， 绘就不易。 然志
之所趋，无远弗届。我们相信，大
别山下、淮河两岸，必将绘制出
一张处处坦途的信阳农村公路
新画卷……

连康山村之变
“我们不但实现了村组通，水泥路还直接通到了家家户户的大门

口！”

9

月
23

日， 新县陡山河乡连康山村党支部书记余绪忠刚见到记者，

就打开了话匣子，“俺连康山村，现在是‘丑小鸭’变成了‘金凤凰’！”

“丑小鸭”过去是啥样？

“俺连康山村是全省人口最少的村，通公路前，全村
30

来户人家
150

来口人，人口每年都要下降。为啥子？全村
20

来个光棍汉，姑娘都
不愿意嫁过来。”

“那个时候，很多七八十岁的老人从没见过汽车。自行车也用不
上，进出村子，全靠两条腿翻山越岭。离集上十多里，得走

3

个小时的
山路，很多人大半年都不下一次山。”

“家家户户穷得梆梆响。那时真是捧着‘金饭碗’要饭呀！”

可不，连康山村群众捧着的“金饭碗”，那是货真价实。

早在
1982

年， 方圆
55

平方公里的连康山就被河南省政府批准为
省级自然保护区，

2005

年升级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这里群山起伏，

丛林密布，奇峰突兀，怪石林立，动植物资源极为丰富，有各种动植物
近
3000

种，其中香果、杜仲、银杏、水杉、天麻、野大豆、八角莲等为国
家珍稀植物。

闭塞封锁了大山美景，也困扰着在贫困线上挣扎的山民……

1998

年
12

月
22

日，连康山村笑语欢声，响遏行云———世代被大山
阻隔的连康山村有了通向山外的砂石路！

2007

年
12

月，连康山村通上
了平坦的水泥路，“村村通”让山民们的喜悦再次漫过重重山岗。紧接
着是“村组通”，到

2013

年，连康山村实现了“户户通”。

请看今日的“金凤凰”：

“现在村里没有一个光棍汉了， 还嫁过来不少外地的媳妇呢。人
丁也旺了，

30

多户变成了
48

户，人口增加了近
30

人。”

“过去贼都不来的地方现在常年游人如织，过去没人要的野山茶
成了‘香饽饽’，我们家家户户养牛羊，一头牛能卖

1

万多块，比市场价
还高。为啥？纯天然，无公害呀。都卖给谁了？北京的，上海的，全国各
地都有。”

“通车前我们人均纯收入
200

元，现在，接近
9000

块了，翻了几十倍！”

66

岁的余支书讲得眉飞色舞，记者听得聚精会神。

最后， 老支书郑重其事地拜托记者，“俺想代表连康山村的全体
村民，请你代俺们向省市交通部门的领导和同志们问个好。没有他们
的关怀，哪有连康山村的巨变！”

车云山人之梦
车云山人的生活，既离不开“茶”，也绕不开“山”。

4

个村民组、

157

户茶农分散在这平均海拔
647

米、终年云雾弥漫、盛产绿茶的车云山
上。山道弯弯，崎岖难行，一条通向山外的路曾经是车云山村几代人
的最大梦想。

9

月
27

日上午，记者一行沿着
6

米宽的车云山盘山公路，驱车前往
河区董家河镇车云山村。一进山，天空飘起星星点点细雨，让人犹
如置身烟雨江南。山上的梯带茶园一片连着一片，漫漫云雨里茶香暗
溢，公路两边的防护栏像两条蓝色丝带一直向山顶延伸。

车子沿着盘山公路行进了六七公里，来到一处山坳，“车云山庄”

四个大字映入眼帘。车云山村委会主任周家军说，这是村民潘家乐投
资修建的，有

12

间客房、

7

个餐厅包间，每年春茶开采之时，每天要接
待很多拨买茶人和观光客。

“现在，我们车云山有
7000

多亩茶园，湖北省也有
3000

多亩茶园
加入了我们的茶叶合作社。车云山的茶叶不下山，都是茶商或茶客直
接到山上来买，主要是景美路顺，买茶观光，一举两得。”提到农村公
路带来的实惠，老板潘佳乐感触很深。

千百年来，车云山村一山跨两省，北是河南省信阳市河区，南
为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过去，我们村可比不上湖北邻居，村里用的
还是湖北的电，由于路不通，最好的茶叶一斤也就卖个二三十元钱。”

说起
20

年前的生活，周家军记忆犹新。

1985

年，不屈不挠的车云山人开始劈山修路，一条蜿蜒的土路通
向了山外。然而，辛辛苦苦在山坡上挖出的路，时常被洪水冲得七零
八落。“行路难”依然制约着茶山经济的发展。

2004

年，“村村通”工程建设惠及车云山村，村民们的生活悄悄发
生变化，来车云山买茶观光的人越来越多，车云山毛尖的名气也越来
越大。

2011

年，河区高标准整修了从董家河口至车云山顶这条公路，

沿山安装防护栏，整理排水沟，栽种绿化林，总投资近
800

万元。

2012

年竣工后，车云山又换一重天，电话、网络覆盖了整个山村。

2013

年，

这条路成为河南省文明示范路。

车云山的“路”更宽了
,

车云山人的日子更好了。

“我亲眼见证了山路的变迁，它让车云山人走出了大山，让城里
人走进了大山， 让车云山的信阳毛尖延续着巴拿马博览会金奖的百
年辉煌，也更坚定了我们车云山人脚下的‘路’。”周家军自豪地说，

“

20

年后的今天，车云山的湖北邻居，已经被我们甩在身后了。”

□

本报记者赵雪峰时秀敏 山路故事①

山路故事②

□

本报记者时秀敏

□

本报记者邹乐

精益求精建设文明示范路

绿意盎然的行道树

日新月异的农村公路

美丽如画的山乡公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