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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好农村路”助推乡村振兴

余庆县交通运输局-李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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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路的定义、分类、作用、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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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是指经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验收认定的城间、城乡间、乡间
能行驶汽车的公共道路，包括已经建成的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认定的公路；联接城市、乡村和工矿基地之间，主要供汽车行
驶并具备一定技术标准和设施的道路称公路。
公路和道路的区别：道路是供各种车辆（无轨）和行人通行的
工程设施。

定义

一、公路的概念、分类、作用、优势

�公路按行政等级（其在公路路网中的地位）分为国道（G）、省
道（S）、县道（X）、乡道（Y）和村道（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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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公路：县道、乡道和村道

�按技术等级分为高速公路、一级公路、二级公路、三级公
路和四级公路。

�按其使用特点分为城市道路、公路、专用公路（厂矿道路、
林区道路）及乡村道路、机耕道等。

分类

一、公路的概念、分类、作用、优势

按行政等级分类

�        国道，是指具有全国性政治、经济意义的主要干线公路，包括重要的国际公路，
国防公路，联结首都与各省、自治区首府和直辖市的公路，联结各大经济中心、港站枢
纽、商品生产基地和战略要地的公路。

� 　　省道，是指具有全省(自治区、直辖市)政治、经济意义，联结省内中心城市和主要
经济区的公路以及不属于国道的省际间的重要公路。

� 　　县道，是指具有全县(旗、县级市)政治、经济意义，联结县城和县内主要乡(镇)、
主要商品生产和集散地的公路，以及不属于国道、省道的县际间的公路。

� 　　乡道，是指主要为乡(镇)内部经济、文化、行政服务的公路，以及不属于县道以上
公路的乡与乡之间及乡与外部联络的公路。

� 　　村道，是指直接为农民群众生产、生活服务，不属于乡道及以上公路的建制村与建
制村之间和建制村与外部联络的主要公路，包括建制村之间的主要连接线，建制村与乡
道及以上公路的主要连接线，建制村所辖区域内已建成通车并达到四级及以上技术标准
的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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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路的概念、分类、作用、优势

按技术等级分类

� 　高速公路，是指专供汽车分向、分车道行驶，并应全部控制出入的多车道公路。四车
道高速公路应能适应将各种汽车折合成小客车的年平均日交通量25000-55000辆，六车道
高速公路应能适应将各种汽车折合成小客车的年平均日；交通量45000-80000辆，八车道
高速公路应能适应将各种汽车折合成小客车的年平均日交通量60000-100000辆。

� 　　一级公路，是指供汽车分向、分车道行驶，并可根据需要控制出入的多车道公路。
四车道一级公路应能适应将各种汽车折合成小客车的年平均日；交通量15000-30000辆，
六车道一级公路应能适应将各种汽车折合成小客车的年平均日交通量25000-55000辆。

� 　　二级公路，是指供汽车行驶的双车道公路。双车道二级公路应能适应将各种汽车折
合成小客车的年平均日交通量5000-15000辆。

� 　　三级公路，是指主要供汽车行驶的双车道公路。双车道三级公路应能适应将各种车
辆折合成小客车的年平均日交通量2000-6000辆。

� 　　四级公路，是指主要供汽车行驶的双车道或单车道公路。双车道四级公路应能适应
将各种车辆折合成小客车的年平均日交通量2000辆以下，单车道四级公路应能适应将各
种车辆折合成小客车的年平均日交通量400辆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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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路的概念、分类、作用、优势

�公路交通作为交通运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今国民经济发
展中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公路运输对创造就业机会、
调整产业结构、合理开发自然资源以及发挥城市的经济辐射作
用均有着重要意义,国民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公路运输的支撑。

�农村公路是与农村、农业和农民关系最为直接的公共基础设施
之一， 它对繁荣农村经济、促进农村社会进步、实现农业现代
化、加快乡村地区城镇化、方便农民劳作，开阔农民视野起到
重大的作用，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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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

一、公路的概念、分类、作用、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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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大的通行能力

快捷的运行速度

灵活的运行方式

优势

二、“四好农村路”的提出

� 要想富，先修路。农村没有路，致富有难度。“四好农村路”是习近平总书记亲
自总结提出、领导推动的一项重要民生工程、民心工程、德政工程。

� 党的十八大以来(2012年11月8日-14)，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农村公路发展作出重
要指示，要求建好、管好、护好、运营好农村公路，对农村公路助推广大农民脱
贫致富奔小康寄予了殷切期望。

� 2017年，习近平指出，交通运输部等有关部门和各地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
大精神，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高度，进一步深化对建设农村
公路重要意义的认识，聚焦突出问题，完善政策机制，既要把农村公路建好，更
要管好、护好、运营好，为广大农民致富奔小康、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提
供更好保障。

�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出批示，要求认真总结地方经验，进
一步完善政策和工作机制，注重发挥地方、基层和农民的积极性，有效提升农村
公路建设、管护和运营水平，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农民脱贫致富和加快农
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二、“四好农村路”的提出

� 交通运输部《关于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的意见》交公路发
[2015]73号《意见》对每项工作任务都明确了一系列具体目标。交
通运输部将通过采取加强组织领导、夯实工作责任、开展示范县创
建活动、加强监督考核、加强资金保障等有效措施，保障到2020年，
实现乡镇和建制村通硬化路率达到100%，县乡道安全隐患治理率基
本达到100%，县、乡级农村公路管理机构设置率达到100%，养护经
费全部纳入财政预算，农村公路列养率达到100%，具备条件的建制
村通客车比例达到100%等“四好农村路”建设目标

� 2017年12月25日，交通运输部召开全国交通运输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习近
平重要指示和李克强批示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相关工作。会议强调，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既是充分肯定、极大鼓舞，更是殷切期望、巨
大鞭策。要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聚焦突出问题，完善政策机制，推动“四好农村路”迈入高质量
发展的新阶段。

三、“四好农村路”具体内容          

建好

管好

护好

运营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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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好

�坚持因地制宜、以人为本，使农村公路建设与优化城
镇布局、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广大农民安全便捷出行
相适应。

� 通畅、安全、质量

01 管好

�构建符合农村公路特点的管理体制与机制。落实责任

�完善法律、法规，村规民约

�整治路容、路貌，具备条件的实现路田分家

02

护好

�落实经费，确保公路列养率

�推进农村公路市场化养护改革

�以因地制宜、经济实用、绿色环保、安全耐久为原则,
建立健全适应本地特点的农村公路养护技术规范体系。
加大预防性养护和大中修工程实施力度。积极推广废
旧路面材料、轮胎、建筑垃圾等废物循环利用技术。
加快农村公路养护管理信息化步伐，加强路况检测和
人员培训，科学确定和实施养护计划，努力提升养护
质量和资金使用效益。

03 运营好

�坚持“城乡统筹、以城带乡、城乡一体、客货并举、运邮结合”
总体思路，加快完善农村公路运输服务网络。建立农村客运班
线通行条件联合审核机制。加快淘汰老旧农村客运车辆，全面
提升客车性能。强化司乘人员的安全培训和教育，提高从业人
员素质。在城镇化水平较高地区推进农村客运公交化，鼓励有
条件的地区在镇域内发展镇村公交。通客车的建制村2公里范围
内要建设农村客运站点(招呼站)，选址要因地制宜，充分听取
群众意见。

�推进县、乡、村三级物流站场设施和信息系统建设，按.照“多
站合一、资源共享”的模式，推广货运班线、客运班车代运邮
件等农村物流组织模式，大力发展适用于农村物流的厢式、冷
藏等专业化车型。建成覆盖县、乡、村三级的农村物流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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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要着力四个转变

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要着力四个转变：

      1. 从“会战式”建设向集中攻坚转变;

      2. 从注重连通向提升质量安全水平转变;

      3.从以建设为主向建管养运协调发展转变;

      4.从适应发展向引领发展转变。

      通过转变发展思路和发展方式，实现农村公路路网结构明显
优化，质量明显提升，养护全面加强，真正做到有路必养；路产路
权得到有效保护，路域环境优美整洁，农村客运和物流服务体系健
全完善，城乡交通一体化格局基本形成，适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
新型城镇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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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好农村路”推动乡村振兴

�公路通，百业兴。“四好农村路”建设实现了从“主
动脉”到“毛细血管”的全方位联通，是乡村振兴的
基础性、先导性条件。如何建好、管好、护好、运营
好农村公路，使“四好农村路”成为走得快、走得好
的通畅路，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阳光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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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好农村路”推动乡村振兴

�农村公路要建更要养。近年来，全国农村公路建设高
速发展，农村公路管养里程成倍增长，但管养跟不上
建设的步伐，一些地方的日常养护变成了突击养护，
部分农村公路出现了缺养、失养的状况，致使农村公
路效益发挥不足。推进养护常态化、多元化、标准化
将是“四好农村路”的一项重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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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好农村路”推动乡村振兴

�着力“交通+脱贫攻坚”打造通村联组的“小康路”；

�着力打造“交通+产业发展”打造联园串户的产业致富路；

�着力打造“交通+乡村旅游”打造内联外通的骨干“大通道”；

�着力打造“交通+美丽农村”打造“畅安舒美”的美丽农村“示
范路”。

�        四通八达的“四好农村路”将特色小镇、美丽乡村、
旅游景点、产业园区等串珠连线，促使形成农村公路由“窄”
变“宽”，由“通”变“畅”，由“线”成“网”的良性发展
格局。 “四好农村路”是推动乡村振兴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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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余庆县“四好农村路”创建

�最早从2012年开始，

�2020年正式开始创建省级示范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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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篇

�贵州山高谷深、沟壑纵横，是全国唯一没有平
原的省份，自古以来就有“天无三日晴、地无三
分平、人无三分银”的说法，交通问题是制约发
展的最大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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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庆是典型的山地县，从地图上看处于云贵高
原向湖南丘陵和四川盆地过渡的斜坡地带，奔腾
不息的乌江从境内蜿蜒而过，“年年五谷丰，就
是路不通，有货卖不出，致富一场空”曾经是广
大人民群众最大的无奈。

余庆县在贵州省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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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庆公路建设历史

� 一、古驿道

� 古道  县内各场镇皆有古道相连，主要有13条。 以县城（白泥）为中心，分别通往
牛大场、老渡场、马溪场、平溪、松坪、本庄；以敖溪（余庆司）为中心分别通往
松烟、友礼（灵官场）、沙堆、关兴、狮子场、后坝、箐口。

� 驿道：主要为三条：余庆经湄潭至遵义，余庆至黄平、余庆至施秉。现保留较为完
整的有敖溪、红渡石驿道。

� 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明廷调集川黔、湖广、云南及族、甘、新明军共20余万
人，分8路进剿杨应龙。这次战事将原来偏桥(今施秉)经余庆、湄潭至遵义的大道修
复，开辟为驿道，余庆县境设白泥、岑黄、敖溪三驿站。此驿道为湖广经贵州通四
川的主道。明末，开辟由白泥驿(今余庆县城)分岔经黄平州(今黄平旧州)至兴隆卫
(今黄平)，为湖广经贵州通四川的另一段岔道。清廷在镇压贵州农民起义的过程中，
开辟黄平旧州经金坑至余庆和施秉经土地塘至余庆2条驿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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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庆公路建设历史

� 二、解放前：

� 县公路修建始于民国23年（1934年），当年，余庆至黄平段部分兴工，未成告停。
之后，民国政府又组织军队和派遣民工，多次续修。至民国38年（1949年），修建
余庆至-碗水16.5公里，余庆至龙溪30公里，敖溪至梨树坳24公里三段，已成的仅有
余庆至龙塘坎5公里。在此期间，还修建松烟至关兴15公里，敖溪至关兴17.5公里，
箐口至关兴23公里，敖溪至龙家5公里，敖溪至后坝14公里，箐口至通木坪18公里，
太平至洞水10公里。此7条公路102.5公里多数未成，只有28公里勉强通畜力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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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庆公路建设历史

� 二、解放前：

� 县公路修建始于民国23年（1934年），当年，余庆至黄平段部分兴工，未成告停。
之后，民国政府又组织军队和派遣民工，多次续修。至民国38年（1949年），修建
余庆至-碗水16.5公里，余庆至龙溪30公里，敖溪至梨树坳24公里三段，已成的仅有
余庆至龙塘坎5公里。在此期间，还修建松烟至关兴15公里，敖溪至关兴17.5公里，
箐口至关兴23公里，敖溪至龙家5公里，敖溪至后坝14公里，箐口至通木坪18公里，
太平至洞水10公里。此7条公路102.5公里多数未成，只有28公里勉强通畜力车。

� 三、解放后

� 解放后，贯彻“民办公助，民工建勤”的方针，实行国家补贴，地方集资，群众投
工的办法，修建地方公路。至1978年共有各种公路30条430公里，但通行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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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庆公路建设历史

� 三、改革开放后

� 1、1978-1995年，全县修建公路36条，通车里程467.6公里。43个乡(镇)通汽车或拖
拉机，171个村有115个通路，占67%。公路建设虽有较大发展，但公路质量较低。坡
陡、弯急，路窄，全县符合等级的公路仅有3条，计长32.7公里，多数公路亟待改造。

� 2、1995-2022年余庆县公路发展黄金期。特别是2000年西部大开发提出后，公路向
标准化、等级化、专业化、纵深化迈进。

� 县际油路：1995-2003，1997第一条三级油路S204湄黄线余庆至龙溪段30公里建成通
车，1998-2000年建成大乌江至龙溪段，2000-2001箐口至梨树坳段，2002至2003年
箐口至大乌江段。2003年-2004年铁坡-张家院段。全长102公里。S305铜修线沙坝-
高梁坪。2003-2004年建成三级油路。施秉火车站至余庆大乌江80公里三级油路。建
设资金约1.06亿元。2008-2009年湄潭至余庆全线升级改造为二级公路8.08亿

返回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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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庆公路建设历史

� 通乡油路：2001-2003年共建成4条30公里，建设资金450万元。改造成水泥路。松烟
至关兴16公里，敖溪至龙家4构皮滩至洞水5余庆至冯家河坝5。

� 通达工程（镶边工程）：主要是到村的通达公路。2003-2009年共建成90条1043公里。
建设资金4151万元。全部建成4.5米以上镶边。

� 通村沥青水泥路：2006-2014年，主要是解决到70个行政村居（62村+8居委会）通畅
问题。共34条392.9公里沥青水泥路。第一条通村油路2007年建成了第一条通村沥青
路龙家至光明3公里。

� 撤并建制村通硬化路，2015-2018年，主要是解决2001年撤区建村前原171个老村中
未通畅的135个村通畅问题。共建成105条630公里水泥路。目前还有一部分正在实施，
预计2019年全部完工。

� “组组通”公路，2017-2018年主要是解决30户以上村民组通畅问题。共建成公路
293条720公里。

返回
目录

余庆公路建设历史

�高速公路，从１９９１年贵州第一条高等级公路贵阳至
黄果树公路建成，2008年贵州省开始启动县县通高速计
划（2008年大凝冻，救援困难，停水停电断路断粮）。
余庆至凯里高速公路从2010开始启动，2014年12月28日
建成通车，（余庆县5.8公里，连接线5.9公里），标志
着我县结束了高速公路零的历史，紧接着，2015年12月
江安高速（余庆段主线34公里）、道安高速（余庆段主
线29公里，连接线10公里）建成通车。余遵高速、湄石
高速已完成建设。到2022年达132.152公里。

返回
目录

感受
� 1、公路里程变化：2005年总里程758公里。2021年2360.61公里。

� 2、公路等级及路面变化：2005年四级以上公路611.74公里。2018年四级以上公路1563公里。公路建设
等级化迈进，等外公路里程逐年减少。2010年前到村基本上泥结碎石路，2018年基本上为沥青水泥路。

� 3、公路密度变化：2017年全国公路密度49.72公里/百平方公里，余庆县2005年46.5公里/百平方公路，
2018年底95.8公里/百平方公里。2020年145.38公里/百平方公里。

� 4、建设工具及参建人数的变化：余庆县2000前基本上是人工挑抬，人工钢钎打炮眼，人工夯实，人数
众多，一公里一百多人左右。2000年后逐渐开始用机械，挖掘机、压路机等，一公里50-100十人，2010
年后基本上都是机械了挖掘机、压路机、平地机、钻机、洒水车，一公里20-50人左右。

� 5、建设资金投入的变化： 十五、十一五期间9.5亿元。十二五期间90亿元。十三五期间110亿元

� 6、出行车辆的变化。2000年前客车很少，货车。2000年主要是客车、货车、摩托车。2010年客车+小轿
车数量增加、货车。2015年后客车+小轿车（数量最大，特别是私家车，城镇基本上一户一车，农村50% 
左右都有车）。

� 7、出行时间的变化：以前到遵义8-9小时，到贵阳6-8小时，到石阡2小时，凯里2.5小时。目前到遵义1
小时，贵阳2.5小时，凯里1小时，石阡30分钟。

� 8、道路建设规范化、标准化。规范化：。

�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交通强国战略新思想，余庆县的交通建设将会迎来新的契机，立体综合交通，未来的
出行更加方便快捷，更加畅安舒美。

建设篇

�“十二五”以来，余庆县累计投资200亿元，新
（改扩）建公路2278.502公里，公路路网密度达
到145.38/百平方公里,高速公路里程达到
132.152公里。

�六个100%

�已实现100%的乡镇通二级公路，100%的行政村
通油（砼）路，100%的行政村通客运，100%的撤
并建制村通油（砼）路，100%的30户以上村民组
通硬化路，100%的乡镇上高速不超过20分钟。

返回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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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底公路里程
公路里程

公路类型
贵州省 遵义市 余庆县

合计
206693.117 39725.163 2358.99

高速
7606.919 1403.439 132.152

国道
8421.66 1511.501 118.91

省道
17697.365 3028.713 72.35

农村公路
172967.173 33781.51 2035.578

其中县道
36728.553 6888.533 349.401

乡道
49117.008 9940.158 454.647

村道
87121.612 16952.819 1231.53（含通组路）

返回
目录

2020年底公路里程对比

项  目 贵州省 遵义市 余庆县 与省比 与市比

面积(100km2) 1761.67 307.62 16.237    

人口(万人) 3856.2148 660.6675 31.1    

公路密度（公里/百平方公里） 117.33 129.14 145.28 27.96 16.15 

高速公路密度（公里/百平方公里） 4.32 4.56 8.14 3.82 3.58 

国道密度（公里/百平方公里） 4.78 4.91 7.32 2.54 2.41 

省道密度（公里/百平方公里） 10.05 9.85 4.46 -5.59 -5.39 

农村公路密度（公里/百平方公里） 98.18 109.82 125.37 27.18 15.55 

万人拥有公路（公里/万人） 53.60 60.13 75.85 22.25 15.72 

万人拥有高速公路（公里/万人） 1.97 2.12 4.25 2.28 2.12 返回
目录

返回
目录

公路建设图片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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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篇

返回
目录

�民国19年(1920年)， 交通业务
归建设局管。1949年归建设科管，
1954年10月建立交通科，1972年
4月成立交通局。2010年改名交
通运输局。下辖公路管理所、运
管局、地方海事处、质监站，内
设办公室、财务科、规划科、法
规科等;2019年机构改革，现下
辖交通运输服务中心、交通建设
中心。内设办公室、财务科、规
划科、法规科。

�各乡镇设有交通管理站。

管理篇

�按照“县道县管、乡村道乡镇管、组道村管”的原则，
完善分级养护责任机制，强化乡镇交管站规范建设，
全面推行“路长制”，设立县、乡、村三级路长。
2021年全县200余名路长全部上岗，开展“美丽农村
路·路长大巡路”。积极推行农村公路管养村民自治，
将爱路护路纳入村规民约，提升村民爱路、护路、管
路意识；整合交通、公安、交警、农业、综合行政执
法等部门力量，积极开展超载、超限治理、公路违建
整治等专项整治行动，为公路安全运行保驾护航。

返回
目录

养护篇
�结合县域公路特点，我县积极推行农村公路市场化养护模式，

一是以“养护工区+班组”的形式将全县新增省道、县道、乡道
共计875公里纳入市场化养护范畴。以相邻的2个乡镇为一个工
区，组建一个专职养护班组，以周为单位实施工作区农村公路
循环保洁，大幅提升养护效率及质量；二是努力提升养护机械
化水平。通过反复实践改良、新增一批“车载吹风机、车载波
形护栏清洗机”等农村公路大型养护机具，进一步提升养护机
械化水平。三是积极探索推进信息化管理，积极引导养护企业
开发农村公路养护数据平台，足不出户就能掌握全县养护工作
动态。

�2019年以来，农村公路列养率达到100%，安全隐患治理率95%以
上，优良中等路率常年维持在90%以上。

返回
目录

养护
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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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篇
�已形成“城市公交+城乡公交+农村区域客运+客运枢纽+云平台”

的综合运输服务体系。全县累计公交化线路达36条，投入运行
的车辆达102辆，全县乡镇（街道）公交化率100％；覆盖行政
村（居）53个，达74.65%；辐射农业园区17个、500亩以上规模
坝区22个、旅游景点景区17个。为更好地让利于民，我县实行
公交低票价制，县财政每年拿出约180余万元用于公交补贴，降
价幅度在40%左右。

�建立农村客运班线通行条件联合审核机制，从严从重打击农村
客运超载、非法营运等违法行为。抓好“交邮”融合发展，充
分运用客运车辆开展快件运输、小件寄递物流，降低农村物流
成本，打通农村快递物流“最后一公里”，促进“土产出
山”“网货进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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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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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筑路永无止境，有路方能振兴”。我县“四好农村
路”建设距离党的要求和群众的期盼还远，和好的县
市也还有差距，推进全域“四好农村路”的路还长。
余庆县将以创建省级“四好农村路”示范县为契机，
对标一流，久久为功，持续发力，扎实推进全域“四
好农村路”建设，助推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脚踏实
地走新路，克难攻坚抓发展，奋力打造“四在农家”
升级版，切实为我县经济发展，为乡村振兴再立新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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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