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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畅产业兴 土货出山门
——陕西留坝县高质量推进农村公路建设

唐旭

这两年，陕西省留坝县玉皇庙镇两河
口村的综合运输服务站热闹起来；村民网
购的快递从全国各地发过来最多只需三
四天就可以汇集到这里，再经过一天时间
就能送到村民手上。

“路网畅通前，就算有快递点，村民网
购也不多。”留坝县交通运输局工作人员
汪萍回忆，由于两河口村地处秦岭深处，
山路崎岖、交通不便，快递到达速度极
慢。“以前有村民给老父亲网购生日礼物，
二十几天才收到，生日都过去好几天了。
哪像现在这么方便，大家随时放心下单。”
汪萍感叹道。

修好路，才能有出路。两河口村村民
能够享受到便捷的快递服务，得益于留坝
县持续构建的“快进+慢游”交通网络。近
年来，留坝县日益完善的农村公路网络，
不仅让“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的梦想照进
现实，精心打造的“秦岭最美廊道”——全
长 171 公里的交通旅游环线，更将环绕“绿
水青山”的公路优势转化为建设“金山银
山”的现实生产力。如今，“山连山、山靠
山，人人都在山里转”的场景，成了留坝的
过去。

把路修到家门口

初冬，位于留坝县玉皇庙镇的最美乡
村公路，红黄相间的水杉树在阳光下美丽
婀娜，三五成群的游人或在路上打卡，或
在乡村集市淘地道山货……

“在这里，不仅能望得见山，沿路还有
地道的特色美食，好玩的也特别多。”汉台
游客李强告诉记者，每到节假日，他都会
带上家人或朋友自驾来留坝休闲游玩。

曾经，沿途山路颠簸，进了村坑坑洼
洼的乡村公路是留坝县乡村建设、农村发
展的短板。现在，道路平坦通畅，出门硬
化路成为留坝县乡村振兴的新引擎。

李强常去的秦岭公路市集，就是高江
路沿线的一处打卡地，记者看到，村民在
这里热情地推介自家的野生板栗、银杏、
猕猴桃、核桃，游客精心挑选集市上的山
货带回去给家人尝尝鲜。

“公路修到家门口，村民出行更方便
了。随着公路沿线旅游景点人气越来越

旺，周边村民自发到这里售卖自家土特
产。”玉皇庙镇党委副书记、镇长舒莹介
绍，平常有 20 户村民在集市上售卖农产
品，国庆节等节假日有 30 多个摊位。“像这
样的市集，整条公路沿线共有 3 个，秦岭公
路集市已成了旅友经常相聚的地方。”舒
莹说。

便利的交通也给村庄带来了新的活
力，吸引不少村民返乡创业，咖啡师杨顺
利就是其中一员。

“两年前，我发现集市上的年轻人越
来越多，就决定回家开个咖啡馆。”土生土
长的留坝人杨顺利向记者介绍，从今年国
庆节至今，他每天都会到秦岭公路市集销
售咖啡，一天销售额最高可达四五千元。
他还发现村里的生活越来越便利，“我们
的交通现在很方便，只要一扫码，游客就
能知道附近的景点信息。行车路上有任
何问题都能及时上报交管部门的信息平
台，实在是太方便了。”杨顺利说。

杨顺利所说的平台，是留坝县为了给
村民和游客提供便利、提高公路管护水
平，推出的智慧管养平台。近年来，留坝
县以智慧管养平台等信息化建设为抓手，
推进交通运输行业数字化转型，将部分重
点村道“路长制”公示牌更换为“智慧路长
制”公示牌，通过扫码即可了解道路基本
信息及沿途公共服务设施，并及时提供和
出行相关的服务。

盘活资源办民宿

红砖黛瓦，花草环绕，充满设计的艺
术品点缀其中，夜幕降临时，门前亮起星
星点点的氛围灯，还有可供游客休闲娱乐
的小花园。谁能想到这样雅致的民宿，曾
是高江路上一处闲置的道路养护站，一个
道班曾在这里工作。

“道班就是公路养护工人团队，每个
道班负责一段路的管理维护。为了纪念
这个由废弃道路养护站改造的民宿，故取

名为‘道班·宿’。如今的变化真是太大
了！”64 岁的留坝县原高江路养护工人黄
开成，反复回忆辨认，好不容易才在这里
找到了自己曾经住过的宿舍。

据了解，这个曾经的道路养护站位于
玉皇庙镇玉皇庙村附近，始建于 20 世纪 60
年代，主要供养护工人临时住宿、休息和
生活使用，同时存放养路用具，之后随着
道路管养体制改革逐渐被闲置。

2021 年 6 月，养护站整修后的“道班·
宿”民宿建成投运。占地面积 2119.3 平方
米的三合院内，共有客房 12 间，内设接待
大厅、餐厅、多功能会议室等。民宿保留
了原来道班的一些印记，配套设置了交通
记忆展示区。

随着公路的不断建设和完善，玉皇庙
村周边的交通越来越便利，吸引了越来越
多游客。据介绍，“道班·宿”日常入住率
达到 70%以上，节假日期间更是一房难
求。截至今年“十一”假期，今年营业收入
已达 158 万元。

“留坝的民宿业越来越好，我们的生
活也越过越红火。”“道班·宿”民宿管家梁
士杰欣喜地说道，“我们店里的工作人员
大多是周围的村民，现在既有了不错的收
入，还能继续照顾家里，大家都说日子过
得越来越有盼头。”

畅通的路网带动了玉皇庙镇民宿、农
家乐的发展，让村民在“家门口”富起了口
袋。据了解，目前全镇民宿和农家乐总数
已达 22 家，通过培训带动周边 152 名村民
就业，月平均薪资达 3500 元。

农特产品出大山

“这是我们农户自己种植的西洋参，
欢迎大家踊跃下单品尝！”主播刘潇在直
播中熟练地推介着农产品，“香菇、木耳、
土蜂蜜以及板栗、银杏等农特产品，都是
地标产品，吃着放心。”刘潇说。

刘潇是秦岭山珍物流园与第三方公

司合作聘请的主播。“以前在外打工，现在
在家附近就有适合的工作，别提多开心
了。”刘潇感慨。

“物流园地理位置优越，10 分钟可到
县城，60 分钟可到汉中城区和汉中高铁
站，70 分钟可达汉中机场。覆盖县、镇、村
的三级农村物流网络和配送服务站，让当
地特色优质农产品搭上销往全国各地的

‘快车道’。”留坝县秦岭山珍物流园区负
责人曾鑫说，“企业晚上七八点从农户那
里收购鲜香菇后，第二天早上四点通过冷
链车发往西安，两个多小时就能到达，正
好赶上早市。”

截至目前，园区已入驻 1 家研究院和
12 家企业，开发和生产了多种药食同源的
商品。同时还与 30 多家企业、客商签订冷
库货物储存协议，储存了包括猪苓、白芨
等 10 多种中药材共计 1000 余吨。

产业跟着公路走，公路促进产业活。
为推进交旅融合发展与民生工程建设，留
坝县实现了所有自然村和产业基地公路
通畅。同时结合“全国电子商务进农村综
合示范县”创建工作，构建起覆盖县、镇、
村的三级农村物流网络，发展快递网点 75
个，让秦岭山区的农特产“飞”出了大山。

据了解，留坝县先后建成代料食用菌
栽培、土鸡中蜂养殖、核桃板栗中药材种
植等各类产业基地 210 个，发展民宿 181
家，改造提升农家乐 122 户，带动就业创业
1833 人，建成各类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
范点 103 处，打造精品乡村休闲农业线路 8
条。2023 年，旅游综合收入达 33.4 亿元，
农村公路成为名副其实的“致富路”。

“道路交通是基础工程，一头连着经
济发展大局，一头连着民生福祉。”留坝县
交通运输局局长李丹认为，留坝县构建全
域旅游“快进+慢游”交通网络，推动“交
通+旅游+产业+乡村振兴”全面深度融合
发展，走出了交通先行、促旅发展、融合反
哺的“留坝模式”。

据（农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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