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第六版）

完善可持续发展政策。农村地区客运服务需求点多、面广、运营

成本高，为实现农村客运可持续运营，建立了农村客运补贴制度，对农

村客运车辆购置、平台建设和运营过程进行补贴，不断探索政府购买

服务、“以奖代补”等新模式。在客流相对较少的地区，根据经营区域

内群众出行需求灵活采用区域经营、预约响应等农村客运形式，实现

服务质量与运营成本双赢。

提升农村客运服务质量。为了最大程度满足广大农民群体性、

潮汐性、节令性出行需求，不断创新农村客运运营模式，在重点时段

开通学生班、赶集班、春耕班、秋收班、旅游专线等特色服务。推动城

镇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公交线路向乡村延伸和农村客运班线公交化改

造，不断提升城乡客运均等化水平。在农村客运车辆安装动态监控

终端，因地制宜建设农村客运信息系统，农村客运服务的精准性和安

全性进一步提升。农村客运车辆车况明显提升，截至 2023 年底，农

村客运车辆达 34.2 万辆，新能源、中高等级车辆比重不断提高。高

效、便捷、实惠的农村客运服务，充分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认可和口碑。

（二）农村物流“活”起来

通过建节点、拓网络、抓服务，全力破解农村物流发展的短板和瓶

颈，“城货下乡、山货进城、电商进村、快递进村”城乡双向运输进一步

打通，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注入新动能。

构建农村物流网络节点体系。统筹城乡物流发展，加大对农村物

流节点建设资金支持力度，截至 2023 年底，各地整合客运站、货运站、

邮件快件处理场地、供销合作社仓储物流设施、电商仓储场地等建成

1267 个县级寄递公共配送中心，整合利用邮政、快递、供销、电商等村

内设施资源建设 28.9 万个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推动完善城乡物

流服务设施体系，有效促进了城乡物流的畅通快捷。

创新农村物流服务模式。深化农村物流与客运、邮政、商贸融合

发展，因地制宜打造适合当地发展实际的特色农村物流服务模式，提

高农村地区物流资源整合效率，先后打造 4 批 150 个农村物流服务品

牌，“客运+货运两网合一”“网络平台货运+农村物流”“特色产业+农

村物流”“电子商务+农村物流”等农村物流新模式蓬勃发展，以点带面

提升农村物流综合服务能力。

（三）城乡交通运输更均衡

统筹推进城乡交通运输体系协调发展，稳步提升城乡交通运输均

等化服务水平，加速人流、物流在城乡间流动，为县域经济发展注入新

活力。

完 善 城 乡 交 通 运 输 发 展 保 障 体 系 。 科 学 进 行 顶 层 设 计 ，发 布

《关 于 稳 步 推 进 城 乡 交 通 运 输 一 体 化 提 升 基 本 公 共 服 务 水 平 的 指

导 意 见》，加 快 推 进 城 乡 交 通 运 输 基 础 设 施 一 体 化 、城 乡 客 运 服 务

一体化、城乡货运物流服务一体化建设，营造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

发 展 环 境 。 建 立 考 核 评 估 机 制 ，开 展 城 乡 交 通 运 输 一 体 化 发 展 水

平 年 度 评 估 工 作 ，有 针 对 性 地 推 进 城 乡 交 通 运 输 一 体 化 发 展 。 城

乡交通运输一体化发展水平达到良好以上（含优秀）级别的县级行

政区占比达 93.6%。

加强城乡交通运输服务网络衔接。实现城乡客运服务网络与重

点铁路客运场站、机场、码头的一体化衔接和换乘，提升城乡交通运输

服务网络运营水平。针对农业产业发展需求，实现城乡物流一体化配

送。根据农村产业特点，推动专业化和综合性城乡物流体系建设，尤

其是电商、专业配送、冷链配送等服务体系，提高农产品流通效率。加

强交通运输资源整合，促进跨业融合发展，推进城乡交通运输“路、站、

运、邮”协调发展，以“城乡交通+”为范式持续推进城乡交通服务产业

融合发展。

加快推进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为统筹解决农村客运可持续运

营、快递下乡进村和农产品出村进城难题，发布《关于加快推进农村客

货邮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坚持“政府引导、市场主导”，深入推进农

村客货邮运行机制、基础设施、运输线路、运营信息等共建共享，加强

资源统筹利用，推动融合发展（见专栏 8）。截至 2023 年底，所有省份

和超 70% 地级以上城市建立了交通运输、邮政、商务、供销等部门共同

参与的工作机制，共开通农村客货邮合作线路 1.1 万余条，共建成县、

乡、村三级客货邮服务站点 9 万余个，形成“客运邮路”“货邮同网”等典

型模式，有效巩固了通客车成果，农村物流、邮政快递降本增效取得明

显进展，带动了农村电商、特色产业等蓬勃发展。

六、道路通达促进百业兴、农民富、
乡村美

修建一条农村公路，串联一路美景、带动一片产业、发展一地经

济、造福一方百姓。农村公路的建设和发展，有力支撑了农村经济社

会的全面发展，为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提供

坚强服务保障。

（一）打开农民“致富之门”

“要想富，先修路”。在扶贫相关规划与政策指引下，以超常规举

措和力度，加快贫困地区农村交通发展。2014 年以来，贫困地区新改

建农村公路超过 140 万公里，新增超过 4.5 万个乡镇和建制村通客车，

2019 年实现具备条件的乡镇和建制村通硬化路，2020 年实现具备条件

的建制村通客车，兑现了小康路上不让任何一地因交通而掉队的承

诺，破解了长期以来制约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为广大农民

迈入全面小康奠定了坚实基础。

农村地区交通条件的持续改善吸引资本、项目和人才向农村流

动，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拓宽农民群众致富增收渠道。各地还通过农

村公路建设项目以工代赈（见专栏 9）、开发农村公路公益性岗位等方

式进一步拓宽农民群众就业渠道，实现农民群众就近就地就业增收。

目前，农村公路建设项目以工代赈方式年吸纳农村劳动力约 8 万人，人

均年增收约 8500 元；农村公路管理与养护领域提供就业岗位约 85 万

个，人均年收入约 1.3 万元。

（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坚持把农村公路融入农村地

区经济发展全局，推动农村地区“因路而兴”“因路而富”“因路而美”。

促进乡村产业现代化。立足农村地区资源禀赋，结合县乡级国土

空间规划，引导农村公路与产业园区等协同布局，加快通往主要特色

产业节点的农村公路建设，改善农村主要经济节点对外交通条件，发

展“农村公路+特色农业”，保障农业现代化发展。

助推乡村旅游发展。结合地方自然景观、文化底蕴，合理规划农

村公路，加强农村公路与乡村文旅资源对接，打造精品主题旅游线路

（见专栏 10），全面拓展农村公路服务附加值，让乡亲们世世代代守护

的山川秀色，成为游人如织的风景名胜，推动乡村旅游赋能乡村振兴。

盘活农村地区特色资源。推进“农村公路+特色资源”，将农村公

路发展与当地能源矿产等自然资源相融合，坚持公路围绕产业建，实

现路产融合，为乡村经济发展提供新动能。

（三）助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建设基础设施完备、公共服务普惠、乡村文明繁荣的宜居宜业和

美乡村，是让农民就地过上现代生活的迫切需要，也是焕发乡村文明

新气象的内在要求。

让乡村因路而美。农村公路规划设计时注重与自然环境、风土人

情、人文文化等和谐交融。持续推进农村公路路域环境治理，不断加

强农村公路绿化美化。美丽农村路接山川、连林田，与特色村居相映

成趣，助力形成一大批宜居宜业的特色村镇，绘就和美乡村新画卷。

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延伸。安全、便捷、高效的农村交通为教育、医

疗等基本公共服务向农村地区延伸提供了条件。农村交通的发展，让

农民群众就医出行更加便捷安全，“护学专线”“定制校车”等个性化运

输服务，有效缓解了偏远地区学生“上学难”问题，促进城乡教育均等

化发展。

促进城乡交流融合。农村公路发展有效缩短城乡时空距离，促进

人员、物资、资金、信息、文化等在城乡间双向流通，推动以城带乡、以

乡促城，改变了农村生产生活方式和社会面貌，拓宽了农民群众视野

认知，助推形成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城乡关系。

七、为发展中国家农村交通发展贡献
中国力量

当前，许多发展中国家仍然面临贫困的考验，在发展的困境中寻

路，农村交通仍然是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之一。中国注重加强与

国际社会在交通领域的互利合作。2018 年，在中国的倡议和推动下，

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消除农村贫困，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决

议，强调通过基础设施建设等措施加大减贫力度。长期以来，中国通

过国际合作机制与其他国家交流分享发展经验，援建发展中国家农村

公路基础设施，为世界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和可持续发展作出积极

贡献。

（一）提供符合国情、切实可行的公路技术标准

标准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是世界通用的技术语言，促进世界

的互联互通。近年来，中国大力开展标准化工作，通过标准驱动创

新、合作、绿色、开放的共同发展。随着中国公路基础设施的快速大

规模发展，相应建立起具有中国技术特色、世界先进水平的公路行业

技术标准规范体系。这些标准是中国交通建设工程经验的总结，体

现了中国公路工程建设领域的理论和工艺、设备、材料等技术创新成

果。同时，中国幅员辽阔，地质地形复杂，工程类型丰富，中国标准具

有很强的适用性和经济实用性。中国坚持“与世界相交、与时代相

通”，为适应日益增长的全球交通运输发展的需求，增进世界连接，促

进知识传播与经验分享，在加强与有关国家基础设施“硬联通”的同

时，着力推进“中国标准”与世界的“软联通”。

自 2012 年中国正式发布《公路工程技术标准》《公路桥涵设计通用

规范》《小交通量农村公路工程技术标准》等首批 10 项公路工程行业标

准外文版以来，目前已累计发布 73 项外文版标准，包括英、法、俄三个

语种，涵盖公路、桥梁、隧道的勘察、设计、施工、养护、质量检验评定等

主要专业技术领域，中国公路工程行业标准外文版体系已经基本形

成，为发展中国家公路建设贡献了中国方案。中国公路标准在全球数

十个国家数百个项目中得到应用，印尼泗马大桥、莫桑比克马普托大

桥等都是采用中国标准建设的典范项目。中国在尼泊尔、莫桑比克等

发展中国家援建的农村公路也均采用中国标准建设，以其经济、耐久、

安全、舒适等技术特点造福当地百姓（见专栏 11）。

（二）分享交流农村公路发展经验

中国坚持以全人类福祉为目标，发挥大国作用，主动为全球交通

合作搭建新平台、构建新机制，推动知识经验分享，以务实行动展现大

国担当。

搭建交流合作平台。2021 年中国成功举办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

持续交通大会，聚焦减贫脱贫、交通先行，2023 年举办全球可持续交通

高峰论坛，聚焦“共同发展——不让任何一国、任何一人掉队”，与其他

国家分享经验，在更广泛、更细化领域展现中国农村交通事业发展的

决心和担当作为。建立中国国际可持续交通创新和知识中心，积极搭

建 合 作 交 流 平 台 ，向 国 际 社 会 宣 介 中 国 农 村 公 路 发 展 实 践 和 成 功

经验。

参与国际组织相关工作。中国选派专家参加世界道路协会农村

公路技术委员会工作，并通过联合国亚太经社会、上海合作组织、中亚

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等国际性组织广泛分享中国农村公路发展经验，推

动各国提升对农村公路的安全性、可达性等的重视。

积极开展国际合作培训。中国积极为发展中国家培育专业技术

力量，为各国公路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实施博茨瓦纳乡村公路设计

与管理海外研修班、“一带一路”公路工程高级研修班、发展中国家公

路建设技术人员培训班、公路网络规划研修班等 28 期培训班，培训相

关领域人才 800 余名。

（三）支持发展中国家农村公路建设

中国积极支持并参与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公路建设项目，在其他发

展中国家援建了大批农村公路基础设施项目，向世界农村公路领域分

享中国方案、中国经验。通过参与项目建设、提供技术支持和人力资

源，帮助当地改善农村地区道路基础条件（见专栏 12），极大方便当地

人民出行，大幅度降低物流成本，增强城乡互动，促进当地农产品的流

通和市场接入，对消减贫困、改善民生、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促

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深受当地百姓好评，如中国无偿

援建的马达加斯加首都郊区公路项目，便利了马哈扎扎镇鸡蛋运输，

促进了当地蛋鸡养殖业发展，这条路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作“鸡蛋路”。

据不完全统计，2018 年以来，中国共支持柬埔寨、塞尔维亚、卢旺

达、纳米比亚、瓦努阿图、尼日尔等 24 个国家实施公路与桥梁建设整

修，帮助发展中国家改善交通基础设施条件。

结束语

当前，中国已迈上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新征程，农村公路事业迎来重大历史机遇期。中国将实施好路网提升

行动、安全提升行动、运输提升行动、治理能力提升行动、出行服务提

升行动、和美乡村提升行动、助力产业提升行动、就业增收提升行动等

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加快完善现代化农村交通运输体系，奋力

书写好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农村公路新篇章。

到 2035 年，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不断推进，中国将建成“规模结构

合理、设施品质优良、治理规范有效、运输服务优质”的农村公路交通

运输体系。到本世纪中叶，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全面建成，中

国将建成与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相适应、与生态环境和乡村文化相协

调、与现代信息通信技术相融合、安全便捷绿色美丽的农村公路交通

运输体系。

中国将秉持开放、合作、共赢的理念，加强与各国在农村公路领域

的交流与合作，共同探索农村公路发展的新模式、新路径，继续为全球

农村公路和减贫事业贡献智慧与力量，共同绘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

好画卷。

（注 1）本书统计数据暂未包含我国的港澳台地区，下同。

（注 2）“等级路”指按《公路工程技术标准》，技术等级为高速、一

级、二级、三级、四级的公路。

（注 3）“直过民族”是云南省对部分民族的特定称谓，源于这些民

族跨越一个或几个发展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注 4）“优良中等路率”是指评定结果为优等、良等和中等的比例。

按《公路技术状况评定标准》，公路技术状况划分为优、良、中、次、差五

个评定等级。

（注 5）“一二三类桥梁”是指评定结果为一类、二类、三类的桥梁。

按《公路桥梁技术状况评定标准》，桥梁总体技术状况等级评定结果为

一 类 、二 类 、三 类 、四 类 、五 类 。 评 定 结 果 为 四 类 、五 类 的 桥 梁 为

“危桥”。

（新华社北京 11月 2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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