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5. 甘肃省清水县

全面推行 “路长制” 　 高效实现 “路长治”

近年来, 清水县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四好农村路” 建设的重要指示精

神, 将农村公路 “路长制” 作为推动 “四好农村路” 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抓手, 全面推

动农村公路养护管理工作制度化、 常态化、 规范化发展, 全县农村公路总里程达 1680

公里, 列养率达 100%、 优良中等路比例达 90%以上, 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

实的交通保障。 2018 年清水县被评为 “四好农村路” 全国示范县, X307 线被评为 2021

年 “全国十大最美农村路”。

图 1　 X307 线农村公路

图 2　 山门至玄头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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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全域配备路长, 实现 “路有人管”

按照 “党政主导、 部门协同、 行业主责、 全民参与” 的原则, 推动农村公路持续健

康发展。

高位推动管理。 将县委县政府 13 个组成部门和 18 乡镇纳入全面推进农村公路路长

制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 推行 “分级管理、 责权明晰、 责任到人” 的垂直交叉管理模

式, 共同保障 “路长制” 实行, 实现了农村公路管养以交通部门为主向多部门全领域联

动转变。

图 3　 路长制实施方案及领导小组

全域配置路长。 逐级建立党委、 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担任路长的县乡村三级 “双路

长” 工作机制, 52 名县级路长负责 486. 16 公里县道和县管省道、 53 名乡级路长负责

359. 02 公里乡道、 331 名村级路长负责 914. 02 公里村道的管理、 养护, 为每条农村公路

配备了 “管家”, 实现了农村公路养护管理责任全覆盖。

图 4　 清水县县、 乡、 村三级路长组织机构网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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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信息公示。 建立联席会议、 信息报送、 督导检查、 问题督办、 验收考核 5 项制

度, 在 18 条县道、 27 条乡道、 435 条村道等主干道设立了农村公路路长制公示牌 327

块, 对各级路长信息进行公开, 为群众随时随地联系反馈农村公路病害、 违法行为等提

供便利, 形成上下一体、 管用互动、 人人参与的管理氛围。

图 5　 清水县农村公路 “路长制” 工作制度

图 6　 清水县县乡道 “路长制” 公示牌

二、 注重政策引领, 实现 “路有人护”

坚持 “建设是发展、 养护管理是可持续发展” 的理念, 县级财政优先保障道路管护

经费, 将农村公路养护管理资金和人员支出纳入一般公共财政预算, 每年落实养护资金

1000 万元以上, 1 / 3 村级公共设施运行维护经费用于通村公路日常保洁, 5%养护资金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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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 “路长制” 工作; 将全县农村公路与社会保险公司签订合同进行投保, 2021 年共索

赔资金 110. 9 万元, 占投保金额的 147%; 每年列支公益性岗位工资 200 万元以上, 按

照 “属地就近” 原则, 组建了 150 名公益性岗位养护队伍, 设置村级服务性岗位 (道路

养护员) 268 名, 实行 “包段养护”; 260 个行政村建立了村民养管小组, 配备了 260 名

路政协管员, 全县村级养护队伍达 1536 人, 养护资金的高效保障逐步解决了农村公路

管理难题。

图 7　 清水县历年落实农村公路县级养护资金情况

图 8　 清水县道路管护人员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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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多向协同发力, 实现 “路有人治”

针对交通、 公路、 交警职能部门各自管理、 合力不够的问题, 建立路长总责综合管

理、 县级路政员执法监督、 乡镇路政管理员指导落实、 村级路政协管员包村监管、 公益

性岗位养护人员常态巡查的路政 “五级分工” 负责制, 通过路长负责、 部门齐抓、 群众

参与、 综合治理, 形成分工明确、 联勤联动的管理机制, 公路脏、 堵、 乱、 差和破坏路

产路权现象得到有效治理。

图 9　 路长协调处置发现问题

建成集汽车站、 养护管理基地、 救灾物资储备中心、 交通综合执法基地、 邮政物流

服务站点、 农村公路驿站 “多位一体” 功能的 4 个乡镇区域性交通综合服务中心, 有效

破除点多、 线长、 面广公路管理弊端, 与各级路长形成了体系完备、 功能完善的养护管

理网络。

图 10　 白沙镇区域性交通综合服务中心

深入推进互联网+农村公路管理, 利用农村公路养护管理信息化平台手机 APP 等现

代化信息交流工具, 建立巡回查处、 病害上报、 分级养护的农村公路信息化管理流程,

注册 “微路长” 505 名, 分级管理抓好农村公路的日常养护管理工作, 为 “四好农村

路” 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便捷、 快速的信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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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微路长” APP 首页界面

　 　 　 　
图 12　 “微路长” APP 农村公路病害上报界面

四、 创新管理模式, 实现 “路有人养”

每年开展农村公路养护 “春季百日行动”, 在每月 5 日、 15 日、 25 日开展农村公路

集中养护, 大力宣传农村公路管护公约和通村公路管护 “三字经”, 引导群众积极参与

养护管理, 486. 16 公里县管省道及县道由县农村公路养护站负责组织公益性岗位人员进

行养护, 其余 1273. 04 公里乡、 村道由乡镇、 村组采取群众集中养护、 村民小组轮流养

护等方式进行养护, 形成共养、 共管、 共享的良好氛围, 实现了农村公路养护常态化、

制度化。

图 13　 路长协调开展集中养护与道路塌方清理

每年召开全县农村公路 “路长制”、 养护管理工作会议, 县与乡、 乡与村层层签订

年度 《农村公路养护管理工作目标责任书》, 明确各级单位、 路长工作责任, 依据工作

目标进行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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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召开路长制工作会议

图 15　 路长制工作表彰会议

　 　 建立巡查、 处置、 督查、 通报工作流程和 “路长制” 联席会议、 信息报送、 督导检

查、 问题督办、 考核验收制度和各级路长巡查台账, 对巡查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处理或进

行交办, 督促各单位履行职责, 形成了良好的责任倒逼机制, 有效解决 “小养变中修、

中修变大修” 的问题, 切实提高了农村公路管养能力和群众满意度。 2021 年以来, 各级

路长累计交办农村公路管养问题 220 余件, 办结率达 94%以上。

图 16　 清水县路长制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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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路长巡查处治台账

　
图 18　 路长制工作通报和简报

五、 坚持服务发展, 实现 “路有效能”

注重释放 “交通运输+” 效应, 全面拓展农村公路服务功能附加值, 农村公路成为

了服务群众的产业路、 旅游路、 致富路。

区域经济发展与农村公路通畅程度密不可分, 各级路长将农村公路管护与发展特色

产业相融合, 推进 “交通运输+电商快递” 模式, 农产品从 “最初一公里” 到 “最后一

公里” 的物流支撑和保障能力显著提升。 路通车通带动了松树镇万寿菊、 永清镇半夏、

山门镇农家乐等一大批特色产业的蓬勃发展,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 12%。

群众在得到实惠的同时, 更加清晰的认识到农村公路是产业发展、 增收致富的基础保

障, 每到农闲时节, 更加积极主动投入到农村公路管护中来, 整路肩、 清边沟、 畅排

水, 有效延长公路运营寿命, 促进农村公路健康发展。

大力整治农村公路路域环境, 依法清理非公路标志标牌, 营造了 “畅、 洁、 绿、

美、 安、 舒” 的道路交通环境, 特别是在促进小城镇化建设上显现了独特的基础性引领

作用。 大力推进公路绿化, 打造 “流动风情线”, 累计建设公路景观节点 154 处, 实施

公路美化工程 440 公里, 投资 1620 万元栽植行道树 1116 公里, 实现县域公路绿化全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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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 形成了干线公路 “一路多景”、 农村公路 “一村一景” 的公路绿化和美丽乡村示范

带。 在全县打造农村公路养护示范路 7 条, 农村公路已经成为展示清水县最靓丽的 “名

片”。

图 19　 乡村电商快递站点

图 20　 秦亭镇依托农村公路不断发展壮大产业

图 21　 农村公路管护、 绿化美化及道路小节点

下一步, 清水县将持续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农村公路的重要指示精神, 突

出补短板、 强管养、 提服务、 促发展, 不断完善 “路长制” 制度设计, 加强政策保障,

持续探索健全符合清水县农村公路特点的养护管理体制机制, 全面推进农村公路养护高

质、 高效发展, 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推进乡村振兴提供坚实的交通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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