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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上公交与美同行

早上 6 点半左右，在绿草渡口停船处，
渡工张献美正在准备下一趟渡运。他一边
做着准备，一边微笑着说道：“这个绿草渡
口主要连接了潘坑、徐垟、岭根三个行政
村，有 3200 多人口靠渡船出行。”

“现在坐船可方便了，而且完全免费。”
景宁县红星街道岭根源村的村民吴远平经
常往返于绿草渡口，他说，以前的航班不固
定、不准点，非常不方便，如今坐船跟坐公
交一样有早末班，大家都十分欢迎。

便利的交通不仅带动了库区的经济发
展，也改善了群众的生活水平。由于渡船
定时发船，全天候循环渡运，乘客又可以免
费乘坐，特别是随着班次的增加，商贩可及
时将水果、生活物资等运到村里交易，村民
们也可将农产品运出大山售卖。“多年的农
产品都可换成现钱啦。”吴远平说。

不仅如此，此后，景宁又率全省之先，
实施了“美丽渡口”创建工程。对该县渡口
接线进行平整，排水沟、上下边坡、系缆桩、
泊位整治到位；对渡口安全防护进行加固，
指示牌、标线、减速带修复到位；对渡口服
务设施进行完善，警示牌、候渡亭、垃圾箱、
监控等设施一应俱全；增加渡口文化宣传
和绿化美化工程项目；统一规范渡船标识、
颜色。

2016 年，省内首个美丽渡口——千峡
湖景宁县湖边渡口创建成功。美丽渡口让
涉渡群众出行享受到了“船在水中行，人在
画中游”的畅、安、舒、美。2017 年，时任省
港航管理局局长胡旭铭作出批示：景宁港
航部门在“渡运公交改革”“美丽渡口创建”
上的先行探索是这项工作向全省港航系统
推广的重要示范，值得充分肯定。同时，千
峡湖景宁航区也成功入选“浙江港航行业
美丽航区”，成为丽水市唯一获此殊荣的航
区。2018 年 6 月，全省建设“四好农村路”
美丽渡口现场会在景宁召开。6 月 25 日，
丽水市首个服务党支部——景宁县水上服
务党支部在千峡湖绿草渡口湖边码头正式
成立。

如今，依托这优质山水，绿色生态的美
丽航道正在悄悄地发生着美丽的蜕变，沿
途一个个“美丽渡口”与青山绿水交相辉
映，浓缩成了一道道水路建设的“笔迹”，绘
成了一幅幅融合交通血脉的“山水画卷”。

□朱国金施林鹏

“美丽渡口”的美丽蜕变
丽水农村渡运公交化改革圆了涉渡百姓的幸福出行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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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山伴流水哗哗而语，高峡出平湖隆隆作声。浙江第二大河——瓯江从丽水境内穿
过。它和钱塘江、闽江、椒江等水系一起，给丽水带来了丰富的水力资源。作为中国唯一的
畲族自治县——景宁又是丽水水力资源优势最为明显的一个县。该县的水电蕴藏量约占浙
江省的十分之一，居全省首位，并被国家水利部授予“中国农村水电之乡”。

依托着“绿水青山”的资源，丽水经济有了长足发展。但是，对于景宁库区的群众来讲，让
他们获得感最直观的一项民心工程就是打通强村富民之路的重要通道之一——水路公交。

2003 年，丽水有史以来最大的扶贫工程
——丽水滩坑水电站正式开工建设。经过
5 年多的努力，2008 年，浙江省第二大水库
——千峡湖库区完成蓄水。

水蓄起来了，经济上来了，老百姓的出行
却成了大问题。工程完工后，景宁段新增了
水域面积 36.72 平方公里，涉及九龙乡、渤海
镇、红星街道 3 个乡镇街道 65 个行政村、399
个自然村，共计 3.26 万的库区群众不得不通
过水路出行。为了让库区沿岸的群众更加方
便出行，相关部门建设了 12 个农村渡口，购
买了渡船，免费接送沿岸的群众。

然而，由于渡口、渡船、渡工分散于各个
乡镇管理，运行中暴露了不少的问题。比
如，有的渡口只有几步台阶，一涨水就淹没
不见了；有的地方容易水毁，泥土流失，与其
他交通方式的衔接不畅；有的渡船安全性能
差，久坏不修；有的渡工业务能力差，更别说
职业素养了……

对于这些问题和弊端，村民雷大伯深有
感触。他说：“有一次深夜，一位村民昏倒，
急需送医院救治，但给渡工打了很多个电话
都没有理会，一直磨到了次日凌晨，才把病
人送过岸去。”

而渡工们对此也有一番怨言。老渡工
陈师傅说：“我们每个月工资不足两千元，每
天还要风吹日晒、起早贪黑。最让人心寒的
是干了半辈子还是一个临时工，既没有保
障，也看不到希望。我们也是人，得考虑自

己的生活啊。”
正是这长年累月相互推诿，各扫门前雪

的积病，造成了农村渡运问题不断。同时，因
缺乏统一的协调管理，缺少相应的技术人员，
造成了渡运船舶间无法无缝对接，船舶出现
机械故障无法及时修缮，只能停航停运。

面对这些现状，时任景宁畲族自治县港
航管理所所长的李火林内心焦急。他说，假
如不创新、不改革，库区群众将永远坐不上
安全、舒适、便捷、美丽的渡船。

那么如何才能让群众坐上称心如意的
渡船呢？李火林说，关键在于如何整合各种
渡运资源，从管理、运力、经费、人员、技术
及安保机制等进行综合解决，才能彻底改变
农村渡运落后的面貌，补齐农村渡运交通的
短板。

对此，景宁畲族自治县政府积极组织发
改委、财政、审计、国资、交通、公交公司等
部门和企业，提出了改革的“五大远景”，即
如何让库区群众能像坐公交车一样乘船便
捷出行？如何能像城里人上班一样进城赶
集？如何能让库区以外的游客有机会、有意
愿发现库区山水乡村之美，感受乡村之乐？
如何促进涉渡农村优化产业结构、加快城镇
化进程？如何引导涉渡群众充分利用当地
绿水青山资源与地方文化实现转型致富，共
享生态惠民红利？

于是，景宁畲族自治县农村渡运公交化
改革之路由此推开……

2013 年 11 月，景宁县交通、港航部门对
全县农村渡运情况进行认真地调查和摸底，
并立足实际，制定了《景宁县农村渡运公交
化改革方案》，在全国率先提出并开始推行
农村渡运公交化改革。

为了使景宁农村渡运公交化改革稳步
推进，景宁县政府对改革方案推行“三上三
下”征求意见工作流程，通过实施这一工作
流程，既推动了县、乡（镇）两级政府、涉渡村
委、涉渡群众、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有关专
家等多方共同参与讨论，也推动了行业主管
部门与国资、财政、社保等部门的平等协商
和充分沟通，为推动农村渡运公交化改革顺
利实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经过近 1 年的调研与分析，2014 年 7 月 1
日，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景宁县农村渡运
公交化改革方案》出炉，景宁县政府决定在
城市公交公司内筹建水上公交公司，全面推
进农村渡运公交化改革。2015 年 11 月，景
宁县成立了全国首个农村渡运公交有限公
司，将农村渡运职能从涉渡乡镇剥离，组建
了国有独资公司对全县渡口实行统一管理
和经营。

改革后，这家国有渡运公司实行定人
员、定船舶、定航线、定航班运行，百姓出行

更加便捷；以渡运公司为责任主体、行业管
理机构加强监管的方式为渡运安全进行双
重保障，让百姓出行变得更加安心。经过重
组、整合，渡运公司加强了业内管理，不仅让
渡运管理更加规范，也有效地控制了渡运成
本，改革当年单燃料费一项每月便可节省成
本 4 万元，每年可节省因燃料损耗、运力浪
费、管理粗放等产生的开销 50 多万元。

全过程参与农村渡运公交化改革的李
火林激动地说道：“改革后，景宁实行免费渡
运，每年由县政府拿出 300 多万元财政预算
作为运行经费。而这些经费由农村渡运公
交有限公司统筹管理，并将节余的经费充分
用于改善渡运条件，实现了良性循环。”

改革后，景宁渡运秩序明显好转，涉渡
群众对渡运公交化模式的认可度也是不断
上升。特别是丽水港航将景宁的试点经验
推广至青田、云和、龙泉、遂昌等涉库地区，
各地以灵活多样的形式将渡运纳入公交出
行范畴，既提升了丽水全市农村渡运的服务
能力，也推进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城
乡统筹一体化的发展。

2015 年，景宁农村渡运公交有限公司被
省交通运输厅、省港航管理局评为了“基层
文明服务窗口”。

破解群众出行困局

渡运公交普惠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