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向路而行

连接城乡的民生路

夏日清晨，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新源县那拉提草原，清风扑面而来，云

雾在山间缭绕，初升的朝阳为草原披上

一层金色。

全长 26.2 公里的那拉提盘龙谷道，

宛如一条玉带蜿蜒在草原与雪岭云杉

之间。正值盛夏，远山层峦叠嶂，谷道

与沿途美景浑然一体，美不胜收，吸引

不少游客和摄影爱好者慕名前来。

作为新疆首条生态样板路，那拉提

盘龙谷道不只串联起沿途美景，更让沿

线牧民出行更舒心。

牧民玛尔胡兰·库尔曼哈力一家自

1998 年起居住在那拉提镇，见证着“泥

巴路”变成了“景观道”。“这条路修好

后，不仅大家出行方便了，就连牛羊转

场，也可以直接用卡车运输。”在玛尔胡

兰心中，有了这条“绿海大道”，草原人

家的日子也变了模样。

对于世代居住于此的牧民来说，这

条“最美农村路”让他们与山外世界的

联系愈发密切。

那拉提镇喀拉奥依村村干部木合

依提·吐得巴依，从小居住在盘龙谷道

附近。“过去，我们骑马去镇里上学，由

于往返时间长，只能借宿在镇上的亲

戚 家 。 有 时 遇 到 下 雨 天 ，要 4 个 小 时

才能到学校。”木合依提回忆道。

盘龙谷道通车后，许多学生得以走

出大山，考上大学。“和我一起长大的小

伙伴，很多在大学毕业后找到满意的工

作，留在城里。不少牧民还开起农家

乐，吃上‘旅游饭’。”木合依提说。

向路而行，改善民生。近年来，随

着我国农村公路建设不断推进，许多地

方村民出行“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

成为历史，“出门硬化路、抬脚上客车”

成为现实。

建好路后，更要管好、护好、运营

好。

一早，家住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径

山镇的村民陈昌银，穿上志愿者红马

甲，骑上电动车，赶往“最美农村路”

漕雅线，开始一天的巡查。当地

聘请漕雅线沿线村村民担

任民间路长，发挥熟悉

地形的优势，参与

巡 查 路 面 工 作 。

不少村庄还将爱路护路写进村规民约，

动员更多力量参与农村公路管理，真正

让农村公路用起来、美起来。

路，是出行的需要，更是发展的助

力。县道贯穿城乡、乡道往来交织、村

道阡陌纵横……一个日臻完善的农村

公路网正在大江南北铺展开来，为乡村

振兴注入澎湃动能。

因路而兴

农货出山的产业路

三峡库区腹地，漫山遍野的柑橘林

郁郁葱葱。进入盛夏，青果已挂满枝

头，一阵风拂过，果香扑面。

一大早，重庆市忠县新立镇的果农

们便来到果园。他们抢抓膨果关键期，

展开修剪控梢、病虫害防治等作业。

“我们家两代人都种柑橘，以前交

通不便，结出的果子很难卖出去。现在

村里通了公路，柑橘成了我们致富的

‘金果果’。”站在自家的柑橘园里，果农

林舟材脸上满是笑容。

忠县位于“长江上中游柑橘优势

带”核心区，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这

里的柑橘口感细嫩、甘甜多汁。但因交

通闭塞，果农们“丰产愁销路、增产不增

收”的困境持续多年。

此次入选 2024 年“十大最美农村

路 ”的 忠 县 田 园 综 合 体 环 线 ，正 因 此

而建。2017 年，忠县“三峡橘乡”田园

综 合 体 项 目 正 式 启 动 ，不 久 后 ，作 为

子项目的交通环线动工。路通了，不

仅让特色农产品顺利出山，还带动当

地橘园、荷塘建设，农产品加工、农村

电 商 、物 流 配 送 等 企 业 纷 纷 在 此 落

户。

放眼全国，一条条整洁平坦的柏油

路在乡野间纵横交错，一辆辆满载农副

产品的车辆往来穿梭，乡村产业点燃发

展引擎。

在位于内蒙古赤峰市喀喇沁旗的

一家葡萄酒加工企业，新鲜的山葡萄正

经过去梗、破果等工序进入发酵车间。

不久后，一颗颗山葡萄将酿成高品质红

酒。

这些山葡萄，来自距企业不远处的

马鞍山村。“酿造红酒讲究原料新鲜。

我们前一天晚上通知农户采摘山葡萄，

第二天就可以送到厂里发酵、制酒。”该

企业工作人员介绍。

依托便捷的村级道路，山葡萄可第

一时间运往当地的酒厂。企业与马鞍

山村共同成立合作社，签订山葡萄长期

收购合同，助力村民增收。

农村公路有效盘活了农村地区资

源，为乡村发展注入活力。随着我国

“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蜿蜒乡间的

农村公路实现“路兴业旺”，助力乡村全

面振兴跑出“加速度”。

驱车行驶在陕西省富平县美原镇

美杨路上，远山如黛，眼前是诗意盎然

的田园风光。

“这条美杨路不仅景美，更是美原

镇用心打造的产业路、致富路、幸福路，

还被交通运输部评为 2023 年‘十大最

美农村路’。”当地一家粗布加工企业的

负责人张永宁说。

7 年 前 ，张 永 宁 在 当 地 政 府 的 支

持 下 回 乡 创 业 ，开 办 粗 布 加 工 企 业 。

“ 儿 时 外 婆 飞 梭 走 线 的 身 影 ，满 是 家

的温度，更藏着老一辈的匠心。看到

家乡基础设施越来越完善，发展条件

越来越好，我决定返乡创业。”张永宁

说。

几年来，张永宁的企业为当地村民

提供近百个就业岗位，先后带动 300 多

户农户参与粗布加工和销售。

修通一条公路，发展一片产业，致

富一方百姓。一条条“最美农村路”，成

为农村发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黄

金之路，成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康庄

大道。

沿路而美

文旅融合的生态路

这是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壤塘县的一条“最美农村路”，名叫章腊

红色旅游路。路全长 5.33 公里，车流如

织，熙来攘往，透着浓浓的烟火气。

川西盛夏，雪山与花海“同框”。章

腊红色旅游路一旁的章腊沟溪流清澈，

潺潺穿村而过，传统的藏式村落镶嵌在

绿意葱茏的青山之间。走进壤塘县吾

伊乡章腊村，绿水、青山、古村相映成

趣，游人漫步其间，诗意川西的画卷缓

缓铺展，一派安逸、祥和。

这不仅是一条旅游公路，也是一条

红色之路。89 年前，红军沿河而上，翻

山越岭抵达章腊沟，当晚在沟中村寨宿

营。次日，红军请群众当向导，继续向

中壤塘进发，行程百余里。作为红军长

征走过的地方，如今这里建起红色文化

广场，一座党旗雕塑矗立在广场中央，

众多游客来此追寻红色足迹，聆听革命

故事。

以 溪 流 为 线 、文 化 为 珠 ，这 条 高

原 天 路 串 联 起“ 初 入 壤 塘 ”“ 红 军 道 ”

“ 高 原 牧 歌 ”“ 脱 贫 记 忆 ”等 9 个 特 色

文化景点，将红色基因、绿色生态、高

原 观 光 相 融 合 ，“ 交 通 线 ”化 作“ 风 景

线”。

“路在山腰绕，车在林中穿”。畅通

无阻的农村公路，让更多“世外桃源”走

出“深闺”，随着乡村游的火热，成为热

门旅游地。

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乡村旅游 1 号公路（黎平段）宛如一条

绿色丝带，串联起皮林村、下香洞村、堂

安村等沿途 7 个村庄，为当地旅游发展

带来新机遇。

夏日，灌溉后的梯田反射着晨光，

吊脚楼在云雾中若隐若现，禾苗在山坡

上伸展腰肢……堂安侗寨迎来一年中

最美的季节。

堂安侗寨坐落在黎平县海拔 840

米的群山中。层层叠叠的梯田环绕着

200 余栋青瓦吊脚楼，古瓢井旁村民仍

遵循“三级用水”古训（饮用、洗菜、洗

衣），拥有 700 多年历史的侗族农耕文

明在这里鲜活延续。

堂安村过去道路不畅，游人进不

来，村民守着美丽生态“金饭碗”却没饭

吃。“乡村旅游 1 号公路开通后，为村里

带来更多自驾游游客。”堂安村党支部

书记嬴维银介绍，凭借便利的交通，依

托肇兴侗寨的影响力，仅观光车这一项

目，将预计为村集体经济年增收 50 万

元左右。

“过去总愁留不住人，现在愁的是

房间不够用。”嬴维银指着山腰间新改

造的民宿群感慨，堂安村以“差异化体

验 ”破 局 ，开 设 了 28 家 风 格 各 异 的 民

宿，为游客提供舒适的住宿体验。此

外，还有 7 家特色饮品店，让游客在欣

赏美景的同时，品尝到地道的侗族美食

和饮品。气候宜人、自然风光优美的堂

安侗寨，吸引了来自广东、浙江、重庆、

广西等地的游客，年客流量达 24 万余

人次。

乡路纵横，串起人们心中的“诗和

远方”；条条大道，助力书写乡村振兴崭

新篇章。从“藏在深闺”到“门庭若市”，

堂安村的蜕变是“最美农村路”赋能乡

村振兴的生动缩影。

沿着一条条承载着生态与人文之

美的公路，更多乡村阔步在“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之路上。

走进中国乡村“最美风景线”
——从“最美农村路”透视我国乡村振兴成效

■本报记者 于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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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新源

县那拉提盘龙谷道沿线景色。

梁洪斌摄

盛夏，广东省茂名市高州市根子

镇进入忙碌的“甜蜜季节”。

作为我国荔枝核心产区之一，根

子镇家家户户投入荔枝采收，一派热

火朝天的景象。冷链车一辆接一辆满

载鲜果穿梭在乡村公路间，为人们带

来“丰产又增收”的好消息。

然而多年前，火红的荔枝“让人欢

喜让人忧”。根子镇的许多村民还记

得，过去每逢荔枝丰产年份，大家却未

必能高兴得起来。根子镇柏桥村村民

何达为说：“当时农户们不懂得抱团，

每当遇到收购商压价，市场价格一降

就容易恐慌，结果落得‘果贱伤农’。”

2007 年，柏桥村 20 多家农户共同

成立合作社，通过订单生产、保护价收

购等措施共担风险。合作社对荔枝的

成熟度、果重、着色率等提出要求，达

标的鲜果以每斤高于市场价 2 至 3 元

收购，再统一对外销售。

荔枝树下，人心由“散”变“聚”。

尝到了抱团的甜头，农户们干劲更足

了，大伙儿不再为自家荔枝销路发愁，

而是把更多精力放在改良品种、科学

养护上，齐心协力提升鲜果品质。目

前，根子镇已有从事荔枝产销相关的

合作社 93 家，全镇荔枝种植面积约 7
万亩，荔枝产业成为当地的金字招牌。

“只要众人心往一处想，劲就能往

一处使。”柏桥村党总支书记何清对此

深有体会。柏桥村委会下辖的鸡社村

曾经在人居环境上长期“掉队”，村民

们看在眼里、急在心里。2024年 10月，

在当地党员干部带动下，村里 40 多户

农户利用农闲时间拆旧修新。

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20 多个卫

生死角整治干净，多间危旧瓦房顺利

拆除，一个个小菜园、小果园、小花园、

小公园打造成形，鸡社村面貌焕然一

新，“村中事，齐参与；屋内外，勤打扫”

成为鸡社村的一条新村规。

鸡社村的变化是根子镇推进人居

环境改善的一个缩影。去年以来，根

子 镇 全 民 参 与 环 境 美 化 行 动 率 达

98%，超过 1.5 万人次参与和美家园行

动；新增硬化路 8.5 公里，新建“四小

园”200多个，全镇 18个村（社区）正由

“一处美”向“处处美”转变。

如今，在当地开设的“柏桥讲堂”

上，一系列立足于乡村振兴实践的特

色宣讲，激发着人们的干事创业热

情。根子镇还通过党员带头、村规约

束，倡导“有喜事来种树”等新风俗，文

明乡风持续滋润人心。村民们说：“大

家不但富了‘口袋’，更富了精神。”

（新华社记者 徐弘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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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祖国广袤的大地上，一条条纵横交错的农村公路，串起千村万户，连接起
日新月异的城市和生机勃勃的乡村。日益完善的农村公路网络，让“人享其行、
物畅其流”成为现实，源源不断为乡村全面振兴“供血”。

路通百业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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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实施好新
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开展农村公路及桥梁隧道风险隐患排查和整治，持续
推动“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

日前，交通运输部公布了 2024年“十大最美农村路”，包括河北省沧州市大
运河堤顶路等在内的 10条农村公路入选。作为我国“四好农村路”建设的集中
展示，“最美农村路”不仅是便捷村民出行的民生工程，更成为百姓家门口的致
富路、幸福路、连心路、振兴路。

让我们踏上“最美农村路”，感悟新时代广阔乡村的“最美风景线”。

写在前面

山东省枣庄市台儿庄区山东省枣庄市台儿庄区““鲁风运河鲁风运河””古城文化廊道日月潭路段一景古城文化廊道日月潭路段一景。。

李李 青青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