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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通“致富路”

“四好农村路”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抓手。近
年来，泸州在全省率先实行“民心守护”
工程，将农村公路建设作为解决群众身边

“急难愁盼”民生实事之一，专题部署、
强力推进，全市“四好农村路”建设取得
显著成效。

如今，黝黑宽阔的硬化路，在广袤农
村地区不断织密，畅通了通村入户的“毛细
血管”。穿行在沃野田间的黄色“金通工
程”客运巴士，与邮政运输、乡村旅游、物流
配送有机配合，实现运输模式多重叠加。

位于泸州市江阳区分水岭镇、黄舣镇
的董允坝现代农业示范园区，是泸州市国
家现代农业示范区的核心基地。这段时
间，宽敞明亮的温室大棚内，蔬菜长势喜
人。临近园区，一条宽阔的乡村公路平坦
宽阔，直通远方。夏季的西红柿、黄瓜，
冬季的花菜、白菜，通过这条致富路向外
输送，春季的繁花绿树、金色田园，吸引
各地游客纷至沓来。

“以前，从村里进城辗转奔波，现
在，在家门口乘坐 88 路巴士，40 分钟就
可以进城。”董允坝村 10 组村民许茂婷
说。通村路已经成为村民眼里的“产业
路”、“致富路”，董允坝沿线因路而变、
因路而美、因路而兴，村里产业由单一种
养殖向乡村旅游、游学观光等方向多元化
发展，村民实现稳定增收。

江阳区黄舣镇与泰安街道之间的泰兆
路，是四川省“十大最美乡村公路”之
一，28公里的乡村公路像一条金色丝带，
偎依在长江之畔。这条最美公路串联起一
个个江景农家乐、一片片生机勃勃的晚熟
荔枝和桂圆林，“交通+旅游”翻开新篇
章。黄舣镇罗湾村启动“社社通”，采取
政府补助、群众筹资筹劳方式新建道路
28.5公里，全面实现社社通大路、户户通
小路。“交通+产业”使罗湾村成为江阳区
龙眼现代农业园区核心区，村民人均纯收
入从 2016 年的 1 万余元增长到 2022 年的
2.3万余元。

修好农村路，打通了经济发展的难点
痛点。如今，穿梭在田间地头的“金通工
程”客运巴士，实现了“工业品下乡、农
产品进城”双向畅通。

江阳区分水岭镇综合运输服务站是四
川首批开展的“交商邮”综合试点站。今
年，当地荔枝、桂圆等特色农产品从这里
发出，进城出省，远销外地。

“交通、邮政共同打造‘金通工程·天
府交邮通’品牌，利用‘金通工程’客运
巴士进行运输，实现了鲜销直销。”泸州
公交集团营运总监李祖洪说，“天府交邮
通”有力促进当地乡村振兴，金通驿站与
专合社、金融服务点有机整合，让运输服
务站具备客货运输、邮政快递、农产品经
销等服务功能，实现资源互通，互利共
赢，快递进村入户、农产品出村远销难题
由此迎刃而解。

泸州整合“金通工程”小黄车、班线
客运、运输场站等交通优势资源，打造交
旅融合、交邮融合精品线路。李祖洪介
绍，目前，分水岭镇综合运输服务站已经
配置农村公交车 132 台，开通线路 54 条，
建成6个镇级综合运输服务站，开通交邮
合作线路 43 条，村民赶集、上学、就医
有了交通保障。

架起“连心桥”

赤水河碧浪滔滔，峡谷深切，奇峰陡

立。286 米的鸡鸣三省大桥飞鸿展翼，让
两地相连，三省通衢。2020 年 1 月 21 日，
鸡鸣三省大桥正式通车，从泸州市叙永县
水潦彝族乡岔河村出发，开车仅需一分钟
即可抵达云南省镇雄县坡头镇德隆村，两
地居民挥别以往翻山渡河步行 2.5 小时的
艰辛历程。

“自家产的冰脆李摆上摊位，不一会
儿就销售一空，山上采的蒲公英，拿到市
集卖供不应求。”两年来，岔河村村民杨
从茂切实感受到桥通路畅带来的好处，

“全家各项收入加起来，年均收入超过 10
万元，好东西再也不会烂在地里了。”

杨从茂说，过去到河对岸赶集，提前一
天就要爬坡渡河，借宿对岸亲戚家，对岸近
在咫尺却感觉远在天边。现在，只需步行
300米就可以到对岸，真的是天堑变通途。

桥通路畅，产业兴旺。如今，水潦乡
壮丽的峡谷风光、明媚的春日风景、罕见
的地貌地形，让其成为远近闻名的旅游景
点。初春李花盛开，满山雪白；夏日蒲公
英漫天飞舞，飘扬四散。当地产业发展的
瓶颈被打破。

“渡改桥”让群众告别出行难，成为
拉近两岸村民的“连心桥”。

泸州市合江县境内，车辋大桥横跨赤
水河，解决了赤水河两岸 12 个村、3.5 万
名群众出行难、农副产品运输成本高的问
题，还串联起法王寺景区和金龙湖旅游度
假区，形成合江—法王寺—金龙湖景区的
旅游环线。

赤水河红军大桥屹立壁立千仞的喀斯
特地貌峡谷之上，连接四川、贵州两省，
泸州市古蔺县太平镇至贵州省习水县习酒
镇车程由2小时缩短至10分钟，惠及当地
80万群众。

泸州是四川全省首批实施渡改桥试点
示范工程的城市，全市计划建设渡改桥49
座，总投资估算超过 64 亿元，项目建成
后将撤销江河渡口 154 个。”泸州市公路
局局长曾兴宇介绍，截至目前，全市已建
成投用渡改桥 36 座，一座座铺架绝壁险
水之上的大桥，极大地促进货流畅通、人
流往来、经济发展。

建造“绿色港”

滚滚长江，浩浩汤汤。地处长江上游
的泸州港是四川第一大港，是全国 36 个
内河主要港口之一，蝉联中国港口海铁联
运集装箱码头前10名。

“泸州港形成以机械设备、化工原料
及制品、轻工食品、矿建材料、木材为主
的五大类支柱性货源，货物来源于 60 余
个国家或地区，出口运往 70 余个国家或

地区。”泸州港务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曹廷华介绍，泸州港是四川及滇东、黔北
地区最便捷的出海通道、江海联运的重要
枢纽港，铁路与港口的“无缝对接”，让
江海联运、铁水联运在泸州港得以实现。

在泸州市龙马潭区，远望泸州港集装
箱码头，泸州港站与泸州港中心港区铁路
专用线、隆黄铁路紧密相接，为铁水联运
无缝衔接提供条件。从高空俯视，铁路货
运场站与港口码头、前方堆场融为一体。
港口一侧，祝贺中欧班列 （泸州号） 常态
化开行横幅赫然在目。

“泸州水路通江达海，陆路内畅外
联，近年来，多条铁路线的运营建设，补
齐交通发展短板，推动当地多式联运的发
展。”泸州市高铁办有关负责人介绍，
2021 年，绵泸高铁建成通车，泸州迈入

“高铁时代”，如今，国家“八纵八横”京昆通
道重要组成部分渝昆高铁正在加紧建设，
泸州将真正融入国家高速铁路干线网络。

“铁水联运有着高效、经济的特点，
一吨货物每公里运费最低只需 3 分钱。”
曹廷华举例介绍，28吨货物从泸州港出发
通过铁路、水运至上海，耗时仅 13 天，
运费只需1500元。

截至目前，泸州港已开通至成都、攀
枝花、昆明等地的 11 条内贸铁水联运班
列，已设立7个内陆无水港。

铁水联运带来的不仅仅是经济效益，
通过铁路进码头，与水路无缝链接，多次
转运过程中对环境的污染几率降低了，污
水向长江的排放大大减少，有力推动一江
清水向东流。

更多的生态守护工作正在进行：曾
经，往来泸州的航运船只，装卸污水排放
成为长江的污染源。如今，当地交通运输
部门通过降低港口装卸能耗，推广船舶岸
电使用，实现直排江污染源100%达标。

“船舶岸电技术是实现节能减排、控

制港口大气污染的有效手段。”曹廷华算
了一笔经济账，“一艘 5000吨级的集装箱
船舶，靠港期间副机全天 24 小时发电，
消耗柴油的成本约为 1400 元，而岸电使
用成本不足300元。”

船舶生活污水也得到妥善处置。靠港
船舶的生活污水、含油废水经过废水处理
装置的接收、暂存、转运、处理，最后进
入市政污水管网，船舶水污染物基本实现
对长江的“零排放”。

中共四川省委十二届二次全会提出，
支持泸州建设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城市，
赋予新时代泸州交通新定位、新使命。泸
州市交通运输局局长朱江表示，泸州将依
托长江黄金水道和泸州港，综合隆黄铁路
西部陆海新通道优势，拓展高质量的铁
水、公水多式联运，升级“铁公水空邮”立体
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加快建设长江上游航
运贸易中心，全力以赴、高质量、高水平建
设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城市，提升对外开
放水平，为经济加速发展注入新动能。

打通交通“动脉”
畅通经济循环

宋豪新

经济发展，交通先行。党的十八大以
来，泸州市抢抓机遇，加快统筹推进区域
交通、城乡交通、综合交通一体化建设，
打通对外通道、畅通内部循环，呈现出以
高铁、国省干线为骨架，农村公路为脉
络，干支相连、村村相通的大交通网络。

打通交通“动脉”，畅通经济循环，
10年来，泸州交通的变迁，成为推动当地
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器，也让群众享受到通
达、便捷的出行服务，享受到高质量发展
的红利。

清晨，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箭港湖水面如镜，晨雾
袅袅。治水员们划着保洁船，清理湖面及岸边的垃圾和
水草。治水员们说，现在湖面垃圾越来越少，巡湖工作
越来越轻松了。

近年来，镇海区推进高标准、全域化五水共治 （治
污水、防洪水、排涝水、保供水、抓节水），走出一条精
准治水之路。

齐抓共管 系统治理

黑天鹅翩然掠过水面，斑嘴鸭栖息水岸树丛……冬
季的镇海区蝴蝶湖，风景怡人、如诗如画。

镇海区河网纵横交错，但地处甬江水系末端，无上
游活水疏浚，加之是工业重镇，兴水治水任务异常繁
重。“近5年来，镇海区坚持全域系统化治理思想，推进
水环境城乡一体化治理，深化落实河湖长制，建立部门
联合执法制，在城乡污水设施补短板、城镇污水提质增

效、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排水单元达标创建等方面齐抓
共管、系统治理。”镇海区治水办常务副主任岑国兴说。

镇海区推出“截污清源、治河清淤、生态调水”三
大行动，推进工业园区雨污分流整治、住宅小区雨污分
流改造、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打出一套环环相扣的水污
染治理“组合拳”。据统计，2017年以来，镇海区“污水
零直排区”建设累计投入 73.6 亿元，共安排 18 类 230 余
个工程项目。2022年1—11月，全区地表水市控及以上断
面浓度均值功能区达标率为100%，优良率为83.3%。

数字赋能 精准护水

在东邑河畔，工作人员在一个“小黑盒”旁，就地
检测水体的高锰酸盐指数、氨氮总磷、pH、浊度、溶解

氧等指标。这个不起眼的“小黑盒”叫水质自动监测
站，是附近水域的“千里眼”，主要用于检测断面水。

在金华河上，一艘水质监测船劈波前行。这是无人
船，配备摄像头、水质仪等设备，一边航行、一边检
测、一边回传数据，精准定位污染源。

数字赋能让精准护水成为现实。2021 年，镇海区在
浙江省首创水污染智慧溯源平台，对地下管网和排水口
进行水质、污染源动态监测，创新实施“全覆盖、及时
查、云端管、科技治”的智能化监管。“24座水质固定监
测站、284个人工监测点，再加上无人船，镇海基本建成
覆盖全域水网的地表水智能化监测体系，有效缩小污染
溯源范围，提高溯源精准度。”镇海区治水办业务科负责
人说。

全民共治 成果共享

近日，志愿者秦红波在镇海区九龙湖镇河源社区附
近的新大河畔，与其他 20余名志愿者，共同参与护水志
愿活动。志愿者团队以九龙湖镇为中心，在全镇 51条河
流、29 个山塘水库附近，设立 56 个监测点，检测水源
地、上游水体的水质，建立“水质档案”。近年来，该
志愿者团队组织开展护水志愿活动数百场，参与人次 1
万多。

镇海区积极营造群防群治工作氛围，广泛发动民间
河湖长、护水志愿者加入护水行动，建立“河湖长+村、
社干部、党员+热心群众、志愿者”的巡查制度，打通公
众爱水护水监督管理“最后一公里”。

治水成果，全民共享。日渐清澈的河湖水流孕育出
水文化、水经济。镇海区的沿河乡村以农文旅为依托，
做深“梦里水乡”和历史古村乡结合的文章。澥浦镇沿
山大河畔的“枕河人家”、九龙湖镇的秦山露营基地等，
以绿水青山农田元素吸引游客。游客们在这些地方既望
得见山，又看得见水，邂逅“头枕欸乃听桨声，眼观杂
花盈原野”的水乡美景。

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

举措精准 守护绿水清波
本报记者 窦瀚洋

我所在的小金县达维镇
冒水村曾是一个贫困山村。
村里土地贫瘠，农作物产量
低 ， 还 有 野 猪 经 常 糟 蹋 庄
稼。10 年前，我被乡亲们推
选为村委会主任。在一次查
看被野猪破坏的庄稼地时，
我发现，野猪拱吃庄稼，但
不啃庄稼地旁的玫瑰花。当
时我突发奇想：“我们能不能
种玫瑰花呢？”通过查找资
料 ， 我 得 知 玫 瑰 花 是 个

“宝”，不仅可作食材，也可
药用，提炼出的玫瑰精油价
格 不 菲 。 为 了 考 察 玫 瑰 产
业，我坐大巴、挤三轮、蹭
拖拉机，先后去了甘肃、山
东、云南、上海等 7 个省份，
最辛苦的时候 7 天跑了 5 个
省份，还曾病倒在途中。经
过多方考察，我确信，在冒
水村种植玫瑰很有前景。

2013 年，冒水村开出了一片片艳丽、飘香
的玫瑰花，给了我最好的回报。我带回的玫
瑰品种十分适宜在我们村生长；学习得来的
种植技术，很快也得到了传播推广。乡亲们
亲切地叫我“玫瑰姐姐”。玫瑰种植合作社成
立后，采用“合作社+基地+农户+市场”的
模式，鼓励村民种植玫瑰。玫瑰市场出现低
谷 时 ， 合 作 社 以 高 于 市 场 价 的 价 格 收 购 玫
瑰，保住了大家的信心。2017 年，村里投入
3000 多万元打造玫瑰加工厂，不仅让近 200 名
村民在家门口找到了满意的工作，也让冒水
村、小金县的玫瑰有了名气。

如今，玫瑰加工厂内有玫瑰精油生产线 14
条，玫瑰花茶生产线3条，玫瑰酱、玫瑰饼生产
线各 1 条，可生产 20 多款产品，2021 年销售额
达到3000万元，产值达到5000万元。

从冒水村发展起来的玫瑰产业已惠及达维
镇 6 个村和周边 13 个乡镇 46 个村 3200 户农户。
玫瑰产业已成为小金县的主导产业之一，全县
玫瑰种植面积达到 1.5 万亩，形成集玫瑰深加
工、销售、观光旅游为一体的产业链。

当选党的二十大代表，对我来说意味着沉
甸 甸 的 责 任 ， 我 要 更 好 地 带 领 村 民 种 好 玫
瑰 ， 发 展 玫 瑰 产 业 。 党 的 二 十 大 胜 利 闭 幕
后，我第一时间回到家乡，把党的二十大精
神带到冒水村田间地头，传达到村民心里。
截 至 目 前 ， 我 已 开 展 37 场 宣 讲 ， 覆 盖 县 、
乡、村 1200 多人。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
出具体要求，我逐字逐句反复进行了学习、思
考。“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这句话让我
深有感触。玫瑰产业的发展与农业科技的发展
紧密相关。我们村里筹建了玫瑰产业科研办公
大楼，准备打造覆盖玫瑰产业全链条的科技型
企业。

玫瑰花开了，村民脸上露出幸福的笑容，
这就是我奋斗的动力。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在乡村振兴的征途上，我将继续与冒水村村
民一道，大力发展玫瑰产业，让“高原的朵
朵玫瑰花，再致富千万家”，让老百姓的生活
越来越富裕，日子越来越美好，家园越来越
美丽。

（作者陈望慧为党的二十大代表，四川省阿
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小金县达维镇冒水村党支部
书记、村委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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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泸州市龙马潭区，渝昆高铁
（川渝段）重点控制性工程——泸州沱江
特大桥项目正在抓紧建设，工人百米高
空作业，犹如置身云端。作为国家“八
纵八横”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渝

昆高铁横跨云贵川，建成后川渝间将再
添交通要道。

泸州扼长江、沱江之滨，接滇黔渝
三省，优越的地理条件，为其交通枢纽
建设提供了基础。近年来，泸州通过

“铁水公空邮”综合立体交通运输体系建
设，推进城乡融合、经济腾飞。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交通
强国。地处枢纽要塞的泸州，着力以交
通先行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四川省泸州市：

建设交通枢纽 撑起经济腾飞
本报记者 林治波 宋豪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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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州合江长江公路大桥。 本报记者 宋豪新摄

繁忙的泸州港。 本报记者 宋豪新摄繁忙的泸州港。 本报记者 宋豪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