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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农村公路交通建设中目前还存在一些问题，包括公路网的规划缺乏整体协调性，配套设施不足，养护工作

不到位。针对这些问题，公路建设和管理人员需要落实周密细致的农村公路调查和网络规划，优化公路基础配套设施，

加强对施工全过程的管理与监督，提高养护工作质量，逐个击破薄弱环节，让农村公路发挥更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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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in rural highway traffic construction

Yang Ruiliang

(Transportation Bureau of Mudan District, Heze City, Shandong Province)

[Abstract]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highway transportation, including

the lack of overall coordination of highway network planning, insufficient supporting facilities and

inadequate maintenance. In view of these problems, highway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personnel need to

implement careful rural highway investigation and network planning, optimize highway infrastructure,

strengthen the management and supervision of the whole process of construction, improve the quality of

maintenance work, break the weak links one by one, and let rural roads give full play to greater economic

and social benef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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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自新农村建设以来，党和国家十分重视农村的基础

设施建设，公路交通建设便是重要的一个环节。近年来国家大

力倡导乡村振兴，俗话说的好“要想富先修路”，农村公路网

络建设对盘活农村经济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农村公路的建设与

管理者必须不断深入探索解决当前面临的一些难题。

一、新农村公路交通建设的重要意义

（一）提高农村经济发展质量

2019 年中央出台了交通强国建设纲要，从政策层面强调了

公路交通网络体系建设对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重

要价值。因为历史因素，农村公路交通发展缓慢，是我国交通

建设的短板，是实施交通强国战略的薄弱环节。在乡村振兴大

背景下，2022 年中央一号文件第二十三条明确提出要推进重点

领域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将农村公路建设放在了乡村振兴战略

重要位置。

以往在交通因素的阻碍下，乡镇地区信息滞后，和城市无

法开展有效的沟通和交流，城市先进的技术、产品、信息与发

展理念难以在广大农村范围内传播。由于农村交通设施落后，

生产力水平低下，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模式难以改变。建设完

善的公路交通网络后，城乡顺利实现互联互通，经济要素的物

流、人流、信息流差距进一步缩小，朝着城乡一体化发展迈进。

乡村的农副产品在公路的帮助下链接进入更广大的城市市场

中，产业附加值和经济效益大大增加，既能满足城市居民需求，

也能促进农户增收。乡村旅游业、加工业、养殖业获得长足发

展，越来越多的资金流入农村盘活了更多资源，打破了小农经

济模式，农村制造业、加工业、养殖业等不断朝着规模化经营

迈进，为乡村创造了更多财富。经济发展对交通基础设施提出

更高要求，推进农村公路提升改造，形成马太效应。在公路建

设过程中能为当地农民带来更多就业机会，公路建成后后续的

辐射带动效应源源不断，农村经济发展质量不断提升。

（二）满足居民安全和便利出行需求

农村公路建设是典型的民生工程，与农村居民的日常生活

需要息息相关。农村原有的土路“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

居民出行主要靠步行，出行范围受限，地质和地形条件的阻碍

也让出行存在众多安全隐患。有了较为通畅的乡村公路后，居

民出行方式、运输方式更加多样化，机动车逐渐增多进入寻常

百姓家，活动范围大大增加。平坦的公路减少了安全隐患增加

了出行的舒适度，居民可以借助着公路顺利向城市流动，外出

就业或者求学，人员交流促进城乡文化交换与多元发展。农村

居民本身就存在固定性的特点，农产品市场也较为固定，一般

是临近的乡镇或者特定的城市，产品运输多为短途，农户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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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运输过程中的装卸和管理等工作，运输流程更加简洁。这

些农村与城镇交流的总体范围、路径的设置和分配较为固定，

农村公路建设较好地满足了居民的需求。相比于铁路、高速公

路等骨干路网等交通运输特点，农村公路建设技术标准和成本

一般较低，适合大量建设，推动农村公路网络覆盖范围越来越

宽泛，推动美丽乡村建设的步伐。

二、新农村公路交通建设的现存问题

（一）公路网的规划缺乏整体协调性

目前部分农村公路规划缺乏全局性和前瞻性，与当地发展

环境匹配不够紧密，农村公路建设是以乡镇、建制村、自然村

等为建设主体，互相之间协调性缺位，不能做到统一规划、网

路提升。一些公路只修建到农村的出口范围，农村内部的道路

条件仍然较为落后，这使得农村公路建设难以衔接形成统一的

结构体系。受限于不同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一些区域

的农村公路为水泥道路，而一些条件较好的乡村已经修建了柏

油路，区域间发展不平衡差距较大，公路等级不能很好衔接。

一些地区公路的建设总里程较多，但路线分布没有规划，不能

有效串联沿途乡镇、村庄和骨干道路，“断头路、卡脖子路较

多”难以发挥整体功能，利用率与投资效益较低。在规划阶段

没有综合设计，没有出台应对可能出现的交通安全、拥堵等问

题的准备预案，同时又忽视对需求中的小结点、上层结点的设

计优化，对国省干线、交通枢纽与乡村道路之间的连接点处理

不够科学。

（二）公路配套设施不足

一些乡村公路受限于投资规模，技术水平低建设较为粗

糙，缺少相应的配套支持设施。比如没有配备交通指示灯和安

全标志，道路通行缺乏安全保障。农村公路管理水平低，马路

市场、乱挖乱建、人车混行等现象频发，抢道和拥堵问题屡见

不鲜，交通安全隐患大大增加。同时，部分公路排水管网建设

不到位，雨水和地下水不断侵蚀路基，造成路基沉降下陷、路

面裂缝增多等病害，一旦遇到暴雨洪涝等极端天气，公路很容

易塌方，危及公路的整体结构和行人安全。

（三）公路养护工作不到位

部分农村公路养护工作不到位，使用寿命大大缩短。一方

面资金来源有限。农村道路的建设资金主要来源于乡镇地方政

府、村民自筹以及部分财政拨款，筹资渠道较为单一，投入成

本具有较大约束。同时在建成投入运行之后，农村公路作为公

益性项目，是为了方便周边区域的公共交通，一般不能像高速

公路一样建立收费站来获得盈利，没有收益，自然缺乏相应的

养路补贴来支持日常养护工作。另一方面日常的养护工作制度

规定缺失。地方政府没有制定相应的工作责任划分体系、资金

保障和监督管理机制，大量农村公路常年失管失养，养护工作

浮于表面，严重影响了农村公路的使用寿命，缩短了维修周期

增加了建设投资。

三、新农村公路交通建设问题的解决对策

（一）落实周密细致的农村公路调查和网络规划

突出地方政府主体责任，认真做好农村公路规划指导建设

工作。农村公路建设者要做好立项工作的管理，仔细调研乡镇

区域发展的状况，深入勘探周边地质水文条件，做好技术探讨

工作，在充分掌握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制定科学的方案，确定建

设规模和标准。设计人员要具有相当的前瞻性，适当超前设计

提高技术标准，满足当前后今后一段时期的经济发展需求。充

分考虑公路建设的潜在不利因素，并做好充足的技术储备，保

障工程主体质量。

公路网的规划要遵循开放性原则，强化乡村与周边区域的

紧密联系和有机衔接，优化乡村内部路网建设，既统筹整体又

兼顾局部，形成内部循环、对外开放的路网布局，以开放推动

乡村产业转型。注重农村公路与高速公路、干线公路的连接和

有机配合，主要干道作为大动脉，四通八达的乡村公路形成紧

密的毛细血管网络，构建高效的公路运行体系。让公路规划与

城镇建设规划同步协调，城镇化为公路建设带来更多资源，完

善的公路网络建设推动城镇化向高质量发展。同时，公路布局

要与乡村行业规划有机融合，与运输方式相适应。同时公路建

设考虑可行性因素，坚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和资源集约原则，

追求高投入产出比和建设效率。

路网规划需要综合运用直接连线法、四阶段法和节点重要

度法等多种方法。以农村周边现有交通网络作为基础和依托国

省道公路，最大化节约资源，让公路建设融入原有的村容村貌

中，保留地方文化特色。深入调查访问公路沿线居民，对调研

结果进行多层次的分析，摸清农村经济发展增长基本情况，推

算公路建成后的交通流量与流向，要对设计方案进行多次模拟

比较确定最佳方式。同时还要重视规划区域内重要交通节点，

整合节点向平面网络规划转化。发挥公路交汇点的区位优势，

加大乡镇客运站、货运物流站、农产品物资集散地等关键部位

的建设，由点带面形成综合交通枢纽。在科学的组织下循序渐

进逐步消除农村公路建设中的瓶颈路、断头路、梗阻路等，与

航空、水运、铁路枢纽紧密结合搭建立体式公路网络，既有发

达完善的快速网和干线网，又有广泛的基础网。

（二）优化公路基础配套设施

合理科学的基础配套设施建设能有效提升公路运行的整

体质量。在公路的重点区域应按照规定设置相应的交通安全警

示牌，提醒驾驶人和行人遵守交通法则。比如在结构复杂的公

路急转弯和陡坡路段设置急转标志和路面陡峭的交通标志，一

方面引路，一方面警醒驾驶人放慢车速注意安全。

路面排水设施必不可少，乡村公路应该按照标准在两侧挖

出排水沟以排除日常积水，防止雨水渗漏。有条件的公路建设

机构可以设置雨污分流体系，处理路面污水同时收集多余的雨

水实现资源可循环利用。

同步做好道路绿化设施，比如建设绿化带。绿化带一方面

涵养水土防止土壤流失，在降雨时对路基形成保护，另一方面

还能一定程度减少噪音，隔绝噪声污染。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



Journal of Project Management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26

城乡规划
第3卷◆第3期◆版本 1.0◆2022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737-4580(P) / 2737-4599(O)

有效吸收汽车排放的尾气，净化空气降低机动车污染。

（三）加强对建设人员的管理与监督

农村公路建设往往会遇到各种复杂的地形地貌，比如跨度

大的沟壑，对施工人员的技术水平具有相当的考验。因而要针

对施工人员开展定期技术培训，使其明晰农村公路建设技术标

准，熟练各工序技术要点。要加强对各部门人员的全面培训，

提高施工协调配合能力。建立有效的人员培训考核体系，以合

理的奖惩制度既激励人员不断提升更新自己的专业技术水平

和风险控制意识，又鼓励人员掌握必要的管理知识。对于一线

基层施工人员考核的重点要落实在实操能力，比如混凝土养护

操作、塌落度测量的熟练度和对细节的控制；沥青混凝土摊铺

的温度控制、平整度、压实度的控制要点。针对管理岗位人员

要提高其项目管理水平和安全生产意识，比如要预先设计机械

设备和原材料进场道路，保证相关支持资源运输通畅和持续供

给，能及时满足施工进度需求。施工过程中不利条件台风、暴

雨、冰雹等自然灾害的应急管理。

部分农村公路施工周期较长，在这一过程中涉及众多部门

和环节，不能只对某个部分进行监管，要实现全过程管理形成

完整的管理闭环。可以利用最新的信息技术成果，人工监督与

施工智能化监管系统并行，对施工现场材料、设备和人员进行

全天候不间断地实时监控，以监督来提高施工人员的技术严谨

性。智能化系统能更精确识别施工中的问题，并高效辅助决策，

提高分析的精度与全面性，制定更为优化的解决方案。将农村

公路建设中的具体实践加以总结分析，及时记录出现的问题和

改进调整的措施，汲取解决问题的优良经验，并将这些经验完

善为规范制度推广实施。

（四）提高养护工作质量

首先制定的养护规划和科学养护制度，将具体的职责和技

术要求落实到岗位及个人，做好日常养护与专业养护相结合，

养护台账清晰巡查记录完整，实施方案明确职责分工清晰，对

于出现的公路病害有应对处理流程，有检查评审报告便于追踪

问题的源头。其次，养护工作细节要落实到位，坚持早防治的

原则，不给轻微损害扩大的空间。定期修补路面、挖补坑槽坑

洞、修补裂缝，使得施工接口部位平顺。清理路两侧杂草，确

保路面没有多余的杂物和积水，修复加固路面缺口，对有涵洞、

桥梁重点巡检养护。保持排水沟的通畅，定期修剪绿植，防止

绿化带受到病虫害侵袭。定期维护安全防护设施，查找安全隐

患，补充交安设施，让安防设施能充分发挥其应有防护功能。

有条件的乡镇可以稳步推进农村公路路况自动化检测，评定路

面质量状况，有利科学制定养护技术方案，极大提高公路养护

资金投入使用的科学性，经济和社会效益递增。

要将农村公路养护纳入乡镇工作的重点范畴内，调拨更为

充足的资金支持，保障养护机构运转。同时要积极引入社会和

市场资金等资源支持，探索管养分离工作模式，让专业的社会

机构提高养护工作的科学规范性。根据路况特点实行多元化的

养护模式，包括委托养护、招标养护、承包养护、建设养护一

体化等。一些季节性分段小规模日常养护可以承包给个人降低

成本，功能性施工养护交给专业养护公司。政府要推动建立公

路养护管理考核体系，将养护效果作为重要的绩效考核指标，

激励政府工作人员和养护单位重视养护工作。同时要加大爱路

护路宣传，调动广大群众参与公路养护的积极性，让农户自身

加强养护监督意识。

总之，农村公路建设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环节，随着乡

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公路交通网络建设有了很大成绩，但

目前还存在一些问题，包括公路网的规划缺乏整体协调性，配

套设施不足，养护工作不到位，资金筹集渠道匮乏。公路建设

和管理人员需要多途径解决相关问题，落实系统性的网络规

划，同步设计安装使用公路基础配套设施，加强施工养护全寿

命周期的管理工作，提高农村公路养护工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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