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4. 云南省绥江县

实行三级 “路长制” 　 铺就群众致富路

一、 基本情况

绥江县位于云南省昭通市北部, 地处滇川两省和昭通、 凉山、 宜宾三市州结合部,

背靠乌蒙山、 面临金沙江, 肩挑溪洛渡、 向家坝两座巨型水电站, 辖 5 镇 43 个村

(社), 县域面积 761 平方公里, 是云南省第一移民大县, 是长江东转的起点。 近年来,

绥江县委县政府秉承 “要致富先修路” 的理念, 坚持道路 “建管护营” 全过程保障,

实行县、 镇、 村三级路长制, 强化道路全生命周期管护, 形成了 “畅、 安、 舒、 美” 的

道路交通环境, 方便了群众出行, 赢得了百姓口碑, 促进了全县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

二、 主要做法

(一) 从建到用, 出政策定标准

制定出台了 《绥江县农村公路管护路长制实施方案的通知》 《绥江县四好农村公路

创建方案》 《绥江县农村公路管护路长制实施意见》 《绥江县深化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

制改革实施办法》 《绥江县农村公路日常养护管理考核办法》 等文件, 坚持高标准高起

点, 健全完善了建设、 管理、 养护、 运营全过程相关政策文件, 明确了建设管护补贴标

准和考核办法, 确保工作开展有支撑、 有标准。

图 1　 路长制实施意见 图 2　 养护体制改革实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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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从县到村, 设路长压责任

成立了绥江县路长制工作领导小组, 由县委书记任县总路长、 县长任副总路长, 处

级领导为县级路长, 相应明确镇村路长, 全县 474 条各级道路共 1400 公里, 实现条条

有路长。 设置路长公示牌 800 余块, 道路信息、 各级路长责任、 反映投诉电话全部公

示, 全面实施 “责任联挂、 问题联处、 效果联评” 机制, 形成一级抓一级、 层层抓落

实、 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工作格局。
三 级 路 长 表 1

序号 路　 　 长 职　 　 务 备　 　 注

1 总路长 县委书记

2 副总路长 县长

3 县级路长 处级领导 含县委、 人大、 政府、 政协处级干部

4 镇级路长 镇级领导 镇领导班子

5 村级路长 村级领导 村两委班子

图 3　 路长制公示牌 图 4　 路长制、 养护公示牌

(三) 抓在日常, 营造爱路护路氛围

强化必要经费保障, 将 10 名县级养护管理员和 32 名村级农村公路协管员纳入财政

预算, 统筹公益性岗位 150 名为农村公路护路员, 确保县乡村道管护机制良性循环。 建

立村一周一研判、 镇一月一调度、 县一季度一部署的 “路长制” 联席会议机制, 强化日

常巡查监管, 发动社会公众积极参与, 开发 “绥江交通” 微信小程序, 充分利用社会各

界的力量, 调动广大人民群众通过二维码参与农村公路管理养护的积极性, 利用 “一事

一议” 等有效形式, 按照 “谁受益、 谁管护” 的原则, 发动群众参与农村公路日常养护

管理工作, 发挥群众的主人翁作用, 提升爱路护路热情, 人人都是修路人护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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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智慧养护 APP
　 　

图 6　 绥江交通微信小程序

(四) 严在经常, 强监督重考核

年初签订创建责任书, 每季度乡镇对村两委, 每半年度县领导小组对各镇农村公路

管理养护情况进行专项考核, 年底考核通报, 考核结果直接与班子及个人年度考核、 与

单位经费、 与干部提拔使用 “三个” 挂钩, 对失职渎职造成严重后果的移交相关部门从

严查处, 确保工作部署事事有回音、 件件有落实。

图 7　 路长制巡路交办问题

　 　
图 8　 路长制巡路发现问题清单交办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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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公路保通奖惩责任制

(五) “四个一” 措施, 提升管养能力

一是搭好一个智慧平台。 建设智慧养护、 “绥江交通” 智慧化平台, 道路数据动态

采集、 动态维护、 及时更新, 路长巡路实时上传问题下达指令, 智能后台制单派件, 责

任单位收单限时整改。 自 2021 年 9 月正式开展巡路工作以来, 共交办问题 178 条, 全部

整改完成。 二是落实一对一干部包镇。 县交运局 1 名科级干部挂 1 个乡镇, 指导协管各

镇公路的建、 管、 营、 养全过程。 三是出险 1 小时到达。 公路险情出现 1 小时内干部必

须到达现场指挥协调排险保通, 提升应急快反能力。 仅 2021 年, 共出动排险保通 2000

余人次。 四是实行一月一交流。 每月开展 1 次管理和技术交流, 取长补短, 不断提升和

丰富管理技术能力。

图 10　 养护平台派送问题清单图

(六) 奏好 “四部曲”, 织密交通网络

一是系统 “谋”。 树牢超前思维, 坚持系统谋划, 分层分级优化路网布局, 积极谋

划好国省道、 通建制村公路提级改造, 制定 “十四五” 交通规划, 细化年度任务, 确保

谋在先、 想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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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两个五年规划建设对比图

　 　
图 12　 两个五年规划资金筹措对比图

二是精准 “建”。 坚持精准施策, 产业布局到哪里, 哪里就有 “致富路”; 景区景

点开发到哪里, 哪里就有 “典故路”; 群众呼声期盼在哪里, 哪里就有 “连心路”。

图 13　 精准施策 “建” 图

三是大家 “管”。 不断创新以县、 镇、 村为主体的三级管理机制, 不断丰富以职能

部门、 管养企业、 当地群众为主体的三方协调配合机制, 通过 3 个转变突出三个 “度”,

即突出治理的力度、 突出思维的广度、 突出发展的温度, 管好 “最后一公里” 农村路。

图 14　 3 个转变突出三个 “度” 图

四是科学 “养”。 严把资金、 质量关, 建立 “养护质量黑名单”。 目前, 已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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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护质量黑名单” 4 期, 2 家施工单位已列入养护系统黑名单, 禁止从事全县道路养

护; “广” 筹资, 多渠道筹措资金, 路长制工作以来, 已筹措养护资金 700 余万元;

“促” 就业, 全县共开发公益岗位 150 个, 吸纳当地困难家庭 120 户, 持续助力乡村

振兴。

图 15　 “四好农村路” 展示图

三、 工作成效

(一) 通村公路通畅率达 100%

“十三五” 以来农村公路改造完成投资 5. 42 亿元, 实现全县通车里程 1521 公里,

较 “十二五” 末增加通车里程 190 公里; 硬化农村公路 500 余公里, 较 “十二五” 末增

加硬化里程 300 余公里; 提前实现 5 个乡镇 34 个行政村 (社区) 通硬化路, 通畅率达

100%, 公路网密度达到每百平方公里 182 公里, 全面实现了村村通公路。

(二) 产业增收大幅提升

解决了因交通不便, 优特农产品外运困难的问题, 群众发展产业的信心和愿望大幅

提升, 半边红李、 枇杷等特色农产品在田间地头就变成 “抢手商品”。

(三) 综合带动效应凸显

随着内通村组、 快入川渝的综合交通枢纽的加速形成, 交通基础以一促百的带动作

用日益凸显, 曾经的山卡卡正变为众多企业投资兴业的优选地。 仅今年一季度, 固定资

产投资完成 7. 7 亿元, 为去年同期 2. 5 亿元的 303%, 物流集散、 康养旅游等各项产业

正乘势腾飞, 绥江建设开放新门户正在加速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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