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秋高气爽，行走吉林。蓝天白云下，农家村落掩映在绿

树花草间；阡陌交错中，条条大道串联起美丽乡村。

县道贯穿城乡、乡道往来交织、村道持续延伸……村路

通到了群众家门口，通进了村民的心坎儿里。农因路而强、

村因路而美、民因路而富的振兴画卷徐徐铺展在白山松水。

强基础
乡村畅通工程综合开工率102.4%

“路修好了，机械进村方便，客商进来便捷，

每斤稻米价格能提高一两毛呢。”在集安市头道

镇沿江村村口，吴大姐喜笑颜开。

她口中的路正是沿江村 2.3 公里的通村

路。这条服役了近20年的水泥路，早在几年前

就已经坑洼不平、破损严重。每到秋收时节，大

型收割机械难以进村，粮食运出也不方便。今

年7月5日，该路完成了沥青路面改造，大大方

便了当地出行。

沿江村因路而变，是我省“四好农村路”建

设取得实实在在成效的真实写照。今年以来，

省委、省政府把乡村畅通工程作为深入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和检验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成效的一项重要

载体。

放眼村间地头，洒水车、水泥罐车往来穿

梭，摊铺机徐徐前进……一片繁忙的建设场

面。一条条新建的通屯路、翻修的水泥路、改建

的沥青路陆续完工、投用，村民的热切盼望成为

现实，满心喜悦溢于言表。

自我省乡村畅通工程项目开工以来，各有关部门、各级

地方政府思想统一、组织有力、行动迅速、工作有序，乡村畅

通工程开局良好、成效显著。

“我们建立起全方位全过程的工作推进机制，通过机制

化保障、清单化管理、图表化推进、手册化指导、模板化实施，

全面推进乡村畅通工程实施。截至目前，全省54个有建设

任务的县（区、市）均已启动施工，新改建农村公路、危旧桥梁

改造工程、安防工程、养护工程（整治‘畅返不畅’）等全部项

目综合开工率达102.4%，全面掀起了乡村畅通工程建设的热

潮。”省公路管理局局长王军介绍。

接下来，省交通运输厅将强化示范引领，加大对乡村畅

通工程项目落实“七公开”制度和“六方质量”责任终身制、严

把“八大关口”等工作情况的督导检查力度，确保建设一条、

达标一条、群众满意一条，有效带动全省农村公路总体发展

水平不断提升。

兴产业
服务旅游强省和“千亿斤粮食”“千万头肉牛”工程

长白山内生长着一种独有的苗木——岳桦，它们广泛分

布于背风的山坳里、平缓的山坡上，依着地形、借着山势，一

寸寸、一尺尺，拔高身姿，在幽静的深山里陪伴游人。

与其相似的，是延伸在长白山深处的路。一条条“生长”

在冻土之上，依附于陡峭的山脊，纵横交错，普惠着土地上勤

劳的人民。

有着“长白山最后的木屋村落”之誉的锦江木屋村，风景

秀美。凭借地理优势，村里开发旅游，一排排别致的木屋客

栈鳞次栉比，屋外灯笼高挂，屋里温暖舒适，东北农村大炕和

现代化设施融为一体。

“依靠着好生态和特色产业，大伙

儿都吃上了旅游饭。即使是日常情况

下，游客入住率也不错，到了旅游旺季

更是游客如织。随着道路愈发畅通，

日子也会更红火。”谈到目前状况和未

来发展，当地的民宿经营者充满信心。

乡村道路日益畅达，长白山的美

景不再山遥水远。今年以来，长白山

景区累计接待游客已达 200 多万人

次。据长白山管委会相关人员介绍，

随着交通瓶颈的不断突破，散客已占

长白山游客的7成，其中大部分是自驾

游。

公路围绕产业建，产业围绕公路

转。9.3万公里的农村公路连接城乡、

通村入户，畅通经济“微循环”，推动乡

村振兴驶入“快车道”，让白山松水千

千万万的农民不断享受更多更好的实惠和便利。

聚焦服务“千亿斤粮食”产能建设工程，农村公路直抵田

间，打通了农产品运出去的“最初一公里”，让粮食进城和培

育良种“锦囊妙计”下乡的双向流动更加顺畅。

围绕打造“千万头肉牛”建设工程，农村公路贯穿城乡，

不少地方加快形成完善的产业链和产业集群，牛副产品远销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中城市，持续拓宽农民增收致富

渠道。

按照“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和服务乡村振兴要

求，农村公路串村连景，各地将路域环境整治与改善人居环

境有机结合，把具有吉林特色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推

向新高度。

一体化
物流客运覆盖深度广度显著提升

清晨，通化市辉南县交通客货邮分拣中心一

片繁忙，卸货、安检、扫码、分拣、登记……20余名

工作人员各司其职。

“我们每人都有自己的负责区域，每天早晨不

到6点就开始工作，现在正是一天快递分拣量最

大的时候。”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去年10月，辉南县交通客货邮分拣中心投

入使用，一开始是人工分拣快递。现在，随着业务

量急剧增加，我们分拣中心投入全自动设备，有

260个小件隔口和60个大件隔口，每小时可分拣

快递3万余件。”辉南县龙湾客运公司负责人说。

现在，分拣中心日均有2万多件商品运送至村民

手中，而村民每天寄出的快递也有1万多件，其中

农产品达4000多件。

近年来，辉南县持续深化交通与农业、商务、

供销、邮政深度融合，投资1200万元建设分拣中

心和电商中心，新建11个乡镇运输服务站和143个农村物流

服务点，网点覆盖率达100%，打造出“农村电商+物流配送+收

发快递+客运服务”一体式经营的“辉南模式”。

“网上购物从下单到收货，最快4天就能完成。我家到

服务站也就几分钟，既快捷又方便。”在辉南镇楼街乡茂盛村

运输服务站，刚拿到快递的村民告诉记者。

充分发挥客运站转型升级和快递网点建设的契机，辉南

县利用客运网络资源，以“客运线路+物流专车”相结合的方

式，建立了县、乡、村三级配送体系，以县城配送中心为基点、

乡镇服务站为中转，村屯站点实现了物流专车直送，更好解

决了农产品进城“最初一公里”和工业品下乡“最后一公里”

问题，真正让村民享受到快递进村的便利服务。2023年辉南

县被评为国家级农村物流品牌示范县。

“辉南模式”是我省农村交通运输网络在基层聚民心、得

民意，为广大农村引人气、聚财气的一个缩影。在我省广袤

的农村地区，村民抬脚上公交已经不再是新鲜事。在布设有

遮雨棚和座位的公交站点，村民告诉记者，在站点乘坐公交

车可直达乡里和市里，每天两趟车，非常方便。

近年来，依托城市公交换代升级和农村客运班线公交化

改造，我省把公交服务延伸到镇村，让农村群众享受高效便

捷实惠的公共交通，将城乡交通服务均等化落到了实处。

截至目前，全省已完成公交化改造客运线路1127条，全

省92%县（区、市）启动全域公交建设，34个县级客运站完成

“客货邮”融合升级，建设433个乡镇运输服务站、5658个建

制村农村物流服务点，城乡客运一体化的步伐正在铿锵前

行。

公路畅达，产业亨通。松辽平原的稻米“走”出深山，松

花江畔的“三花一岛”奔赴千家万户，长白山间的人参、貂皮

和鹿茸摇身就是致富法宝……

公路畅达，幸福亨通。在吉林，探路广袤西部，查干湖上

绿波荡漾；畅游中部腹地，民族工业荣光熠熠生辉；问道林海

雪原，冰雪产业链活力四射……

牢记嘱托，埋头苦干。全省交通运输行业深入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

精神，坚决扛起新时代吉林全面振兴开路先锋使命，奋力谱

写“路通百业兴”的吉林壮美篇章，让农业更繁荣、农村更美

丽、农民更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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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山松水间白山松水间 路畅天地宽路畅天地宽
———我省乡村畅通工程助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纪实—我省乡村畅通工程助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纪实

美丽农村路美丽农村路，，扮靓大美吉林扮靓大美吉林。。

精细养护农村公路。
实施农村公路安防工程。

沿途美景如画。沥青路面改造工程。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供交通保障。

“四好农村路”助力“三农”发展。 客货邮融合提升村民幸福感获得感。

加快县乡村三级物流网络体系建设。

路旅融合发展。

让群众享受高效便捷实惠的公共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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