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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庆元县以“修一条路、造一片景、富一方百

姓”为目标，将农村公路与红色文化、产业布局、服务民
生、生态旅游深度融合，建设了一条条产业致富路、生态
旅游路、幸福民生路，为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
实的交通保障。

截至 2021 年底，庆元县共有农村公路 303 条，总里程
1411.35 公里，占全县公路总里程 88.7%。农村公路的通
达，群众出行的便捷，已然成为庆元突破发展瓶颈，实现
山区跨越式发展的关键。

2013 年通车的庆元县城至百山祖景区公路，以及 2017
年建成通车的县城至巾子峰景区公路，让庆元县内主景
区融入了县城“半小时”交通圈。今年，县城至巾子峰景
区公路纳入了“四好农村路”示范县创建工程，并于今年 8
月底完工。路域环境的进一步提升，为庆元生态旅游发
展提供了重要交通支撑，更为 4A 级景区的发展注入了更
强的动能。

2018 年至 2021 年底，庆元新改建农村公路 97.9 公里，

实施农村公路提升工程 98.76公里、农村公路大中修 271.66
公里，危桥改造 17座。今年，庆元更是投入 3亿元，创建“四
好农村路”省级示范县，全面提升“四好农村路”的“颜值”与

“价值”，最大程度满足群众的新需求、新期盼。
不仅如此，多年来，庆元不断推进“行有所乘”向农村

地区延伸，采用“农村客运+康庄小巴”模式，实现 191 个行
政村均通客车，通车率达 100%，切实打通了群众出行的

“最后一公里”。今年 8 月，庆元对 5 条城乡公交一体化改
造的客运线路进行票价调整，降幅均在 30%以上，使沿线
群众都实实在在地享受到了交通发展的红利。

如今，庆元的一条条美丽的农村公路正在迸发更大的
生机与活力。今年，庆元县枫曹线成功入选浙江省首批

“十大最美农村路”。枫曹线沿线的村民陈女士说：“现在
路好了，车开起来也方便了，我去城里进货省了不少时
间。”

庆元黄田镇洋朱线的灰树花占领国际市场，龙溪乡官
下线茶香四溢，隆宫乡莲湖村葡萄采摘园里游客络绎不
绝……产业处处开花，都离不开“四好农村路”的带动和

提升。在偏远山区，“四好农村路”的作用更加突出，交通
条件的日益完善，使更多的产业“走进来”，成为了乡村致
富的“金钥匙”。比如湖山村村道的拓宽与提升，为引进
白芨等中药材打下了良好基础。目前，湖山村白芨种植
面积约 5000 亩，亩产 4000 斤左右，共带动 120 余户村民实
现家门口就业，促进了农民增收。

2021 年，位于庆元兰荒线上的“红色斋郎”成为了远
近闻名的弘扬浙西南革命精神“打卡地”，并被命名为省
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交通的不断加持下，这一年游
客数量达 2.2 万人次。今年，庆元结合道路改建及斋郎军
旅小镇、文化礼堂建设，计划投资 500 万元，在沿线打造 4
个景观节点，充分利用“红色元素”，讲好初心故事，让“农
村公路+红色旅游”真正成为激发老区致富的新引擎。

未来，庆元将在省交通运输厅的大力支持下，因地制
宜地践行“两山”理念，深入探索农村公路“+红色资源”

“+乡村旅游”“+特色产业”等模式，切实发挥打造共同富
裕示范区山区样板的“先行官”作用。

□朱国金 陈力豪刘凯冰

湖州港航多举措助推
内河水运高质量发展

前三季度共完成内河水运集装箱吞吐量51.73万标箱，同比增长21.4%

庆元“四好农村路”
全面提升“颜值”与“价值”

导报讯 10 月 15 日上午，在金建高铁跨杭金衢高速公
路特大桥施工现场，首榀长 32.6 米、重 758 吨的简支箱梁
平稳精准架设到 207-208 号桥墩上，标志着中铁三局承担
的金建高铁全线首孔箱梁成功架设，工程建设进入到了架
梁施工的新阶段。

金建铁路自金华站引出，经婺城区、兰溪市，在建德东
站接入杭黄铁路，线路总长 64.5 公里，设金华、兰溪东、大
洋、建德东等 4 座车站，其中金华站、建德东站为接轨站，
设计时速 250 公里。中铁三局承担金建高铁 JJGTSG-Ⅰ标
段新建线路 29.98 公里和改建既有沪昆铁路金华至东孝段
12.47 公里的施工任务，施工内容包括路基 9 段，桥梁工程
8 座，隧道工程一座，制、架简支箱梁 579 孔，155.02 公里铺
轨任务。

据悉，金建铁路项目已经率先完成了全线首个大体积

水中承台浇筑、全线首个提梁机安装、全线首个箱梁架
设，圆满完成了前期建设目标，取得了工程建设的阶段性
胜利。

“我们提前对架梁现场进行施工调查，做好测量交桩
放样等工作，有序组织架梁设备的进场、组装及验收，利
用架梁云平台信息化技术手段进行安全监控。针对架梁
过程中遇到的过隧道、下穿沪昆高铁等架梁难题，制定了
专项施工方案，对机械设备进行适应性改造。”铺架分部
现场负责人黄建超介绍。

金建高铁是国家快速铁路网中“黄山至金华”铁路通
道的组成部分，建成后，短短 60 多公里的铁路，可以串起 4
条高铁，成为东南高铁网的重要枢纽和节点，届时兰溪去
建德只要 15 分钟，金华去黄山只要 1小时。

□通讯员王斌彦昌旭

导报讯 每天，在湖州市长兴县铁公水多式联运中心
集装箱码头作业区，大型龙门吊臂精准“抓”住集装箱，把
集装箱放到即将出港的支线船舶上，不一会儿，一艘艘满
载集装箱的货船便徐徐启程驶向嘉兴港。繁忙的码头场
景，似乎预示着湖州内河水运集装箱吞吐量的持续上
涨。近日，好消息传来，湖州前三季度完成内河水运集装
箱吞吐量 51.73 万标箱，同比增长 21.4%，在外贸需求不旺
的大背景下依然实现逆势上涨，有力地支撑了湖州内河
水运高质量发展。

2022 年开年以来，针对当前疫情下陆路交通运输不畅
问题，湖州港航部门充分发挥内河航道网优势，聚焦水路
运输业，吸引大宗货物运输“公转水、散改集”，实现逆势
增长。同时，加强与上海港、宁波舟山港等大港的联动，
加大“车、箱、仓、船”调配力度，对接企业“陆改水”用箱、
用船，以调整运输结构为导向，大力推动水路集装箱运输
发展。

湖州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直接转运的便利及相对经
济的运价，吸引了周边辐射圈内外贸企业纷纷“公转水”，
进一步培育和拓展水路运输市场。截至目前，湖州全市
本港注册营运船舶 3677 艘、248.0 万载重吨，比 2021 年末
净减 18712 载重吨；单船平均吨位 684.8 载重吨，比 2021 年
末提升 75.3 载重吨。集装箱和多用途船舶运力达到 111
艘、5890 标箱。

为进一步凸显当地内河水运的显著优势，增强水运企
业水路运输的信心，湖州加快搭建“水上高速通道”，浙北
高等级航道网集装箱运输通道建设工程全面开工，拼盘
桥梁弁南大桥已建成通车，长兴金村埠桥、德清丁家桥和

红星桥正在施工。东宗线湖州段四改三航道整治工程取
得省发改委批复，8 月底开工建设。杭湖锡线（武林头至
三里桥）四改三航道整治工程工可报告初稿编制完成。
湖州整个水运工程 1-9 月共完成投资 2.31 亿元，占年度计
划 76.9%，工程累计投资 9.38 亿元，占项目概算总投资的
64.9%。目前，湖州市高等级航道里程已达 345 公里。

港口码头布局直接影响集装箱通过能力。2021 年底，
湖州港拥有生产泊位 741 个，其中 500 吨级以上泊位 280
个，年货物通过能力 1.5 亿吨，集装箱年通过能力 64.7 万标
箱。目前，长兴铁公水综合物流园码头三期工程、安吉上
港码头扩建工程、长兴天畅智慧物流综合体项目码头一

期工程都在持续顺利推进。一批批交通项目的陆续实
施，有效串联起货物流、信息流、资金流，千吨级集装箱船
舶畅行长三角港口，实现与全球港口的互联互通，把贸易
做到“一带一路”沿线 50 多个国家。

同时，政府“无形的手”也在发挥着积极有效的作用。
今年以来，湖州港航以深入开展“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实干争先主题实践活动为契机，立足“小窗口”，践行“大
服务”理念，持续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大力提升政务
办理速度和服务能力，真正做到群众办事“少跑腿”。1-9
月，湖州市级港航政务服务窗口共计办理各类行政审批
办件 3770 件，其中即办件 3390 件，即办率达 89.92%，按时
办结率、提前办结率、群众满意率均为 100%。湖州还在全
省率先推出《船员适任证书》“容缺办理”模式，推行涉企
经营许可事项“告知承诺制”，并推出水路运输经营许可
证换证线上“云帮办”服务，在各水上服务区增设政务帮
办点，为企业和船户办理行政审批事项提供“全过程”帮
办服务，全面优化审批服务，让政务办理跑出“加速度”。
同时，湖州港航积极做好“店小二”，助企纾困，推行船舶
抵押权登记事项“全域通办”，市县两级行业管理部门依
托“交通运输部海事协作平台”，实现该项业务“跨区办、
就近办、一次办”；联合金融机构推出专门面向船舶经营
户的“绿色船舶水运贷”“绿色航运贷”融资服务，1-9 月发
放贷款 71 笔、金额 9500 万元。

下一步，湖州港航将进一步发挥海河联运、内河枢纽
港等优势，为“美丽湖州”畅通水运物流大通道。

□记者袁梦南通讯员徐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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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兴县铁公水多式联运中心集装箱码头作业区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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