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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道贯通城乡，乡道往来交织。新时代

10 年来，我国农村公路建设扎实推进，不仅具

备条件的乡镇和建制村全部通硬化路，全国

所有农村公路也被纳入管养范围，农村交通

基础设施整体改善、面貌一新。

建好、管好，目的是要用好、运营好。在

完善城乡交通设施网络的基础上，只有提升

城乡客运一体化水平，努力实现人畅其行、货

畅其流，才能真正助力农民生活品质提高，推

动乡村振兴不断取得新进展。近年来，我国

农村客运发展情况如何？推动农村客运可持

续发展需从何处着眼？对此，记者采访了交

通运输部有关负责人。

农村客运公交化运营持续
推进，公交服务覆盖深度广度
显著提升

“农村客运发展不仅事关农村经济发展，

也关系到农民基本生活。”交通运输部运输服

务司有关负责人说，2020 年我国历史性实现

具备条件的乡镇和建制村全部通客车。在此

基础上，进入“十四五”时期以来，我国持续推

进农村客运公交化运营，加快构建布局合理、

管理规范、服务优质的城乡道路客运服务体

系，城乡客运出行条件明显改善。

——覆盖水平显著提升。近年来，城市

公交线路加速向乡村延伸，各地积极鼓励毗

邻县间农村客运班线实施公交化改造，农村

地区公交服务覆盖深度广度显著提升。数

据显示，截至去年底，我国乡镇和建制村通

客 车 率 分 别 达 99.8% 和 99.7% ，其 中 通 公 交

（含公交化改造）的乡镇和建制村比例分别

达 43.9%和 50.6%，分别较 2020 年提高 10.6 和

11.3 个百分点。

——服务模式更加多元。结合产业布局

和人口分布，各地探索创新城乡客运服务模

式，城乡公交、班线客运、预约响应等灵活多

样的城乡客运组织模式竞相涌现。在推进农

村客运公交化的同时，多种交通业态加快融

合发展，农村公交在满足基本服务功能前提

下，拓展代运邮件快件功能，既便利群众出

行，又畅通货运物流“最后一公里”。

——安全水平有力提升。农村是交通安

全关注的重点，尤其在农忙、赶集时期，农村

交通出行量上升，事故风险也在攀升。近年

来，通过推动城乡公交集约化、规模化和公司

化经营，从源头上保障了车辆技术状况，加强

了从业人员安全管理，有效解决了农村客运

赶集、假期等重点时段的超员、超载问题，大

幅减少了安全事故。

“总体看，通过推行城乡客运公交化改

造，客运票价明显降低、发班频次明显增加、

乘坐车辆更加舒适，城乡群众多样化、高品质

出行需求得到有效满足，客运市场活力得到

有效激发，老百姓满意度获得感显著增强。”

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有关负责人表示。

农村客流明显降低，农村
客运经营面临一定困难

农村公交覆盖更广更深的同时，近年来，

“开得通、留不住”也成为待解难题，客运站关

停并转的消息在一些地方频频传来。数据显

示，自 2012 年以来，全国公路营业性客运量呈

连年下降趋势。截至去年末，全国拥有载客

汽车 55.42 万辆、1647.24 万客位，比上年末分

别减少 3.28 万辆、103.79 万客位。

当 前 ，农 村 客 运 可 持 续 发 展 面 临 哪 些

困难？

从外部环境看，农村客流明显降低，群

众出行选择更加多元。近年来，随着我国城

镇化进程加快，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较为明

显。此外，高铁、城际铁路加快建设叠加私

家车日益普及，使得农村出行方式选择更加

多元，农村客运量明显下降，农村客运实载

率明显降低。

从经营主体看，农村客运经营面临一定

困难，内生发展动力不足。农村客运实行政

府定价，在农村公交实行普惠票价的情况下，

日常收入难以支撑支出，经营者普遍面临较

大经营困难。同时，农村客运经营主体普遍

“散、弱、小”，经营业务总体较为单一，与其他

产业的融合发展程度不高，自我造血能力和

抗风险能力较弱。

“当前，我国农村客运公交化发展取得

了 较 为 显 著 的 成 效 ，但 仍 存 在 改 造 难 度 较

大、标准化水平不高、长效机制不健全等问

题。”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有关负责人说，

一方面，部分地区农村客运班线经营主体众

多，使得农村客运公交化改造实施难度大。

另一方面，相比城市公交，一些地方财政对

农村客运公交化运营的补贴不到位。目前，

除中央农村客运补贴外，大部分县级人民政

府尚未建立与农村客运政府购买服务或运

营 补 贴 制 度 ，影 响 农 村 客 运 可 持 续 稳 定

发展。

积极探索服务供给新路径，
农村客运可持续发展机制加快
构建

公交延伸一小步，服务群众一大步。面

对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农村客运如何转型升

级，确保客运车辆开得通、留得住、可持续？

眼下，不少地方积极求变、大胆探索，为

巩固拓展农村基本出行、优化完善农村客运

服务供给蹚出新路。

——城乡公交+定制班线，点对点服务激

发客运活力。

山西平顺县，宽阔公路上，小客车匀速行

驶，此时许多村口，早有乡亲在等待如约而至

的公交。“大客车换小客车，运营成本更低，除

去固定的隔日车次外，每家每户都能按需预

约车辆，机制更加灵活。”平顺县交通运输局

有关负责人说。

——农村客运+快递物流，资源共享共用

提升造血能力。

辽宁盘山县，每天清晨，邮政人员会把当

天分拣出的包裹，搬上从县城开往乡镇的公

交。客运站升级改造为“交邮驿站”，农村公

交上搞起客货联运，不仅满足了群众出行，也

增加了货运收入。

探索先行，还需机制保障，才能让农村客

运“开得通、留得住”，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

增长的出行需要。“下一步，交通运输部将多

措并举构建可持续发展机制，推动农村客运

高质量发展。”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有关负

责人介绍。

建立完善动态监测机制，确保农村客运

服务“不断档”。指导各地建立完善农村客运

动态监测机制，紧盯许可即将到期班线及临

近报废期限营运客车，提前研究服务接续措

施，持续巩固拓展具备条件的乡镇和建制村

通客车成果。

鼓励支持多种模式探索，保障农村客运

供给“留得住”。鼓励不同地区结合实际条

件，有序推动城市公交线路向乡村延伸和农

村客运班线公交化改造，优化区域经营、预约

响应等服务供给；同时，深入推进农村客货邮

融合发展，构建完善“一点多能、一网多用”的

农村运输发展新模式，最大程度满足农村群

众便捷出行需求。

用好用足中央补贴资金，助力农村客运

运行“可持续”。指导各地用好用足中央农村

客运补贴资金，推动落实属地主体责任，建立

政府购买服务或运营补贴制度，保障农村客

运可持续稳定运行。针对农村地区赶集日、

农忙等重点时段和农民工务工返乡等集中出

行需求，因地制宜开行“春耕班”“秋收班”“果

农班”等季节性班线，更好保障重点时段城乡

群众安全便捷出行。

截至去年底，乡镇和建制村通客车率分别达99.8%和 99.7%—

农村客运，转型升级探索发展新路
本报记者 韩 鑫

本版责编：商 旸 徐 阳 杨笑雨

■关注农村公交R

当前，农村客运公交化运
营持续推进，覆盖水平显著提
升，服务模式更加多元，但也
遇到了客流量下降、经营面临
一定困难等问题。各地积极
求变，在发展中转型升级，探
索城乡公交+定制班线、农村
客运+快递物流等模式。同
时，完善机制保障，让农村客
运“开得通、留得住”。

核心阅读

本报北京 9 月 6 日电 （记 者潘俊

强）6 日，北京、天津、河北三地社会保险

经办服务部门共同签署《京津冀社会保

险经办服务协同合作协议（2023—2025
年）》，协议从 8 个方面达成三地合作，包

括数据共享、跨省通办标准制定、社会保

险转移接续、养老待遇资格认证、工伤保

险经办协同、社会保障卡拓展应用等，通

过完善协同经办模式，提升惠民服务水

平，使三地参保群众共享体制革新、机制

创新、协同发展成果，不断提升群众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

三地推进实现数据共享互通和动态

调整。通过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和

国家数据共享交换平台，京津冀三地将

推进参保缴费、工伤保险协议机构管理、

领取待遇资格认证、领取待遇信息核实

等方面的数据线上共享互通，并根据需

求动态优化调整，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

少跑腿。三地还将积极推进社会保障卡

的应用合作，配合做好京津冀区域内居

民服务“一卡通”工作。

三 地 持 续 优 化 互 认 相 关 社 会 保 险

信息。京津冀三地将持续优化养老保

险待遇资格协同认证，互通、共用养老

保 险 待 遇 领 取 人 员 线 上 认 证 渠 道 ，统

一认证经办指南。线上认证渠道将纳

入 三 地 全 部 养 老 保 险 待 遇 领 取 人 信

息，实现待遇领取人员全覆盖。同时，

三 地 还 将 共 建 异 地 居 住 人 员 信 息 库 ，

协 同 开 展 线 下 协 助 认 证 。 另 外 ，三 地

还 将 实 施 工 伤 保 险 协 议 机 构 信 息 互

认 ，建 立 健 全 工 伤 保 险 待 遇 委 托 核 查

机 制 ，配 合 开 展 工 伤 职 工 异 地 就 医 核

查。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沟通协调

机制，协商解决经办难点问题，提升社

保关系转移接续满意度。

多领冒领社保待遇三地将协查协

作追缴。京津冀三地将加强协作，共同

开展重复领取养老保险待遇、死亡、服

刑等信息的核查比对，建立健全因跨省重复领取、死亡、

服 刑 等 原 因 违 规 领 取 养 老 保 险 待 遇 情 形 的 追 缴 协 作 机

制，同时共同开展养老保险待遇支付领域疑点数据排查，

严控基金安全风险。在工伤保险待遇方面，三地将建立

工伤保险领取待遇协同核查机制，对工伤保险不在同一

地参保，疑似两地重复领取工亡待遇的情况进行核查，依

法打击欺诈骗保行为。

此外，三地还将加强社会保险公共服务事项对接，深化

“一网通办”“跨省通办”，推进社会保险经办服务标准化，逐

步挖掘“同事同标”事项，推动具备条件的事项实现“无差别

受理、同标准办理”，并将适时启动一批“无证明”“可承诺”

服务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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