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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寄递物流是农产品出村进城、消费品
下乡进村的重要渠道之一，对满足农村群众生
产生活需要、释放农村消费潜力、促进乡村振
兴具有重要意义。

温州山区广布，山高路远的出行环境成为
制约乡村发展的瓶颈。长期以来，因山路难
走、地址难找、快递单量少、成本高等原因，温
州一些偏远农村始终是快递盲区。为畅通经
济循环、提振农村消费、助力共同富裕，去年
以来，温州市因地制宜，积极探索“快递进村”
的多元模式。

文成县周山畲族乡益群村客货邮融合站
成立两个月了。每天早上 10 点，702 路公交车
的喇叭响过，早已通过掌上公交APP 实时了解
位置的负责人施美玲便拉着小推车上前，熟练
地卸下车上快递，搬上小推车拉回家，核对完
数量，就给收件人逐一打电话，通知取件。

这是文成利用“村村通”公交探索客货邮
融合的一个试点。文成利用途经周山乡的
702 路公交，沿公交线路布局 5 个客货邮融合
站点，服务覆盖全乡 6 个行政村。如今，乡亲
们步行就能收取快递。

不仅是文成，在温州广袤乡村，一场打通
消费品下沉“最后一公里”、打开农产品上行

“最初一公里”的行动正积极展开。瑞安平阳
坑镇，乐清仙溪镇，苍南南宋镇、凤阳等 4 个偏
远乡镇，以中邮驿站为载体，开展“邮快合作”，
集中服务周边行政村的快件投递；瑞安市北麂
岛探索“交邮快”融合建设，借力交通与邮政资
源，帮助快递包裹坐船上岛，解决海岛居民收
寄件难题，海岛快递通村实现全覆盖。

快递从城到乡、产品从乡入城、要素双向
互动，城乡循环流动之中，温州乡村正走向希
望的田野。

为推进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温州正积极
建设以公交客运为主体，兼具旅游集散、物流
配送、邮政快递等多种服务功能的乡镇运输服
务站。今年，温州扩大农村客运覆盖范围，因
地制宜创新农村客运模式，发展大站快车、预
约叫车平台等“点对点”服务模式，为共同富
裕示范区建设奠定畅通的交通网络基础。

在建立以全域特色优质农村公路基础上，
温州还结合各地人文、生态、景观和群众生产
生活，开展“布点、织网、联动”，以县（市）物流
基地为枢纽，乡镇运输服务站场为中心，村级
农村物流服务点为节点，实现县、乡、村三级
农村物流服务点覆盖率 90%、98%、90%，以此
推动城乡经济交流，促进农村电商、现代农业
等新型业态发展，不断输送交通红利。

经多年实践，温州“四好农村路”+产业正
以茁壮之态，为打造共同富裕储蓄“源头活
水”。近年来，按照“公路围着产业建、产业围
着公路绕”的思路，温州将农村路网规划与产
业规划相融合，打造出“山水雁楠”“红都绿
野”“海上花园”等一批具有区域特色和示范
效应的产业带，催生了“四好农村路”+民宿、
文化、农业、旅游、电商等业态，培育出 56 条西
部生态休闲产业带精品旅游线路，成为经济
发展“新引擎”。

以民宿产业为依托，近年来，泰顺打造“畲
乡风情+民宿+生态果园观光”的旅游线路，带
动了瓯柑采摘农业园、凤栖谷度假区发展，每
年吸引数万游客前来观光，让畲乡 1.5 万人民
吃上“旅游饭”、赚上“旅游钱”。2020 年，泰顺
接待游客 751 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产值 49.5
亿元。

洞头因地制宜串起海岛美丽风光、生态乡
村、特色渔家乐、精品民宿和活力渔港等，建
成“一路一特色，路路是风景”的农村公路，打
造出乡村振兴的海岛样板。目前，洞头共有
民宿 450 家，形成 13 个精品民宿群，渔民收入
大幅增长，户均年收入超 10万元。

永嘉则将精准扶贫、全域旅游、文化传承

等元素融入“山水诗路”品牌，公路串点成链，
带热了风景、带火了特产、带旺了人气。而

“红都绿野”跨区域示范带深度激发了瑞安、
平阳两地红色旅游和观光农业发展活力。沿
线布局 12 个市县共建项目，助力“浙南红都”
红色旅游品牌打造，深化瑞安“三位一体”改
革实践，走出一条农旅融合发展特色之路。
2020 年，中共浙江省一大会址接待游客 20 多
万人次，同比增长 70%以上，打响了平阳红色
旅游品牌。

今年，锚定创建省级以上“四好农村路”示
范市的目标，实现区域示范引领向全域美丽
转变，温州再度蓄力，以全市 44 个示范乡镇
（街道）为创建基底，开展新一轮的示范乡镇
（街道）创建和复评工作，高水平再创 30 个示
范乡镇（街道）。此外，深入挖掘“四好农村
路”示范点，鼓励县级开展示范村建设，打造
168 黄金海岸线等一批“宜居宜业宜游”的资
源路、旅游路、产业路，串联文旅产业节点，打
造特色全域优质农村路。

据悉，温州今年将建成 28 条乡村振兴示
范带，并将示范带沿线 300 公里列为今年的美
丽经济交通走廊创建任务，截至 10 月底，已完
成创建 293 公里，完成率 98%。

培育“交通+”产业 为共同富裕储蓄“源头活水”

探索“快递进村” 助城乡循环跨越“一步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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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温州市公路与运输
管理中心提供

绘色乡村未来绘色乡村未来，，匠筑美好家园匠筑美好家园
———书写—书写““四好农村路四好农村路””助力打造共同富裕的助力打造共同富裕的““温州经验温州经验””

最近，在山峰陡峭、素有“文成西藏”之称的桂山乡，
村民们祈盼已久的桂山新通乡公路完工通车。桂山的
黄年糕、熏兔等农产品闻名遐迩，过去苦于交通不便，发
展受到限制。如今，这条投资 1.75 亿元乡村公路的通
车，为桂山打开了新的发展可能。在外经商的不少乡贤
能人，都表示希望回乡创业，推动家乡振兴发展。

刘伯温故居所在地文成县南田镇武阳村，正加快打
造“隐居武阳”未来乡村，通过提升路况水平和沿线景
观，建设游客中心停车场、加设充电桩，缓解游客停车难
问题，同时将未来交通场景作为“未来乡村”数字化管理
平台的模块之一，融入低碳交通、智慧交通、建设新型乡
村绿道体系。

这 是 温 州“ 四
好农村路”建设助
力乡村振兴的一个
缩影。为呼应乡村
百姓对交通出行与
美好生活的渴盼，
2018 年，温州在全
省率先打响“四好
农村路”三年行动
攻坚战，着力对农
村公路进行高标准
建设、全路域管理、

标准化养护、联网化运营。在机制保障上，形成“政府主
导、行业主抓、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工作合力。

回顾“十三五”，温州圆满完成“村村通”、“四好农村
路”三年行动等系列攻坚行动，完成农村公路投资 228
亿元，新建和改造提升等各类农村公路项目 1.4 万余公
里，农村物流服务点建设 3304 个。

乡村振兴示范带、西部休闲产业带建设和美丽田园
等建设，温州出台“四好农村路”市级资金奖补政策，争
取超 2 亿元市级补助，三年来有效撬动 175 亿元的投资
及近万公里农村公路提质升级。同时创成“四好农村
路”全国示范县 1 个、省级示范县 3 个，全市城乡交通运
输一体化 5A 级比例达到 100%，温州 11 个县（市、区）均
获评万里美丽经济交通走廊达标县（市、区），并创成示
范县（市、区）2个。

要实现共同富裕，乡村振兴是必经之路。未来五
年，温州计划实施“四好农村路”6000公里，为推动乡村振
兴和实现共同富裕注入强劲“发展动能”。其中，在25个未
来乡村建设试点中，将打造智能便捷的交通网络纳入“十
大应用场景”，将美丽交通要求纳入生态宜居的指标内容，
建设集乡村生活、交通旅游、人文历史等元素的个性化智
慧农村公路，打造未来乡村建设中的“交通场景”。

温 州“ 四 好 农
村路”美丽效益虽
初步呈现，但温州
交通公运人的建设
步 伐 并 未 就 此 停
驻。据温州市公路
与运输管理中心党
委书记、主任王航宇
介绍，为全面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和

省委省政府关于高
质量发展建设共同
富裕示范区决策部
署，持续推进新时
代“四好农村路”高
水平建设，助力温
州高质量打造共同
富裕示范区市域样
板和全国性综合交
通枢纽城市建设的
要求，该中心将持
续发力，在设计规
划、公路覆盖、管理
养护、产业联动、示
范创建等方面进一
步 打 响“ 温 州 品
牌”，全力以“四好
农村公路”撬动乡
村振兴、赋能共同
富裕。

为乡村未来注入“发展动能”

书写全域“四好”

俯瞰瓯越大地俯瞰瓯越大地，，沉睡于乡野山间的美景沉睡于乡野山间的美景，，如今被一如今被一
条条蜿蜒的乡村公路唤醒条条蜿蜒的乡村公路唤醒，，供人们驻足品鉴供人们驻足品鉴，，畅享生态畅享生态
之美之美。。

近年来，温州以“四好农村路”建设作为推动城乡融
合、助力乡村振兴和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取得了丰
硕成果。在“四好+”融合发展文章中，不断孵化文化、旅
游、电商等多重业态，成为乡村振兴发展与打造共同富裕
的“新引擎”。而为畅通经济循环、提振农村消费，去年以
来，温州市因地制宜，探索以客货邮为主打的快递进村模
式，构建更加完善的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

今年，温州市委市政府发布《高质量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加快建设农业农村现代化先行市的意见》，将“四好
农村路”建设统筹纳入 2021 年工作部门重点责任清
单。温州市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快速落实有关工作要
求，以“保底线、普惠化、创亮点”的工作总思路，深化农
村公路管养体制改革，会同市财政部门制定新一轮的政
策保障，努力打造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坚实基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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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阳县鳌江镇梅溪公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