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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农村路”内涵和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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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美丽农村路”创建是推动“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是加快我国农村公路从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益型

转变、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实现“美丽中国”目标的有力举措。通过分析“美丽农村路”发展的社会、行业背景，总结

现阶段农村公路发展存在的问题，梳理建国后我国农村公路发展历程，提出“美丽农村路”是新时代我国农村公路发展的必

然阶段，是一种新的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理念和“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模式；与“四好农村路”理念进行对比，分析“美

丽农村路”内涵，并从“路域环境生态美、附属设施服务美、乡风民俗展现美、制度模式高效美、产业经济成效美”等五个

方面阐述“美丽农村路”的创建方向和与之对应的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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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notation and Practical Path of "Beautiful Rural 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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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stablishment of "beautiful rural road" is an important starting point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four 

good rural roads", and a powerful measure to accelera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roads in China from the scale and speed type to the 

quality and benefit type,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beautiful countryside", and to achieve the goal of "beautiful China". By 

analyzing the social and industrial background of the development of "beautiful rural road", summing up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road at this stage, combing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rural road in China after the founding of China, it is 

proposed that "beautiful rural road" is an inevitable stage of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road in the new era, a new concept of rural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a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mode of "four good rural roads". Compared with the concept of 

"four good rural road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nnotation of "beautiful rural roads", and expounds the creation direction and 

corresponding practice path of "beautiful rural roads" from five aspects, such as "the ecological beauty of road environment, the beauty 

of ancillary facilities service, the beauty of folk custom display, the beauty of high efficiency of system mode, and the beauty of 

industrial economic effect". 

Keywords: beautiful China; beautiful countrysid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four good rural road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

容，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对“生态文明建设”

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目标、新要求和新部署，为建设“美丽中国”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美丽中国”成为

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目标。而“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农村为城市提供了生态屏障、物质保障，更是

我国传统文明的发源地，“美丽乡村”是“美丽中国”的应有之义。农村公路作为支撑农业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重要的

基础设施,是“美丽乡村”建设的坚实基础 ,交通运输部杨传堂书记提出“将农村公路融入‘美丽乡村’建设的生态体

系中，因地制宜开展“美丽农村路”创建”，充分说明了“美丽农村路”在“美丽乡村”建设中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目前，全国范围内已探索开展“美丽农村路”相关的创建、评选、宣传等工作，天津市积极开展“四好农村路”

示范街镇和美丽乡村示范路创建活动，打造极具本地特色的旅游路、生态路、产业路、文化路；浙江省以“美丽公路+”

新业态为工作重点，打造万里美丽经济交通走廊；安徽省以农村公路品质示范路为载体，着力打造一批独具特色的安

全路、美丽路、幸福路、乡情路；甘肃省以建设生态宜居美丽乡村为导向，打造“畅安舒美绿”的农村公路品质示范

路……“美丽农村路”呈现出了蓬勃发展的良好势头，但缺乏统一的概念、理念引领。本文将立足于新时代的背景分

析和我国农村公路发展演变研究，阐述“美丽农村路”典型特征和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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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丽农村路”背景分析 

理解“美丽农村路”理念，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的背景着手。 

1.1 “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理念  

“四好农村路”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总结提出、领导推动实践的一项重要民生工程、民心工程、德政工程。党的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四好农村路”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充分肯定成绩，明确提出要求。2014 年 3 月，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要求进一步把农村公路“建好、管好、护好、运营好”。2016 年 9 月，总书记指示，要致

富，先修路不过时。“四好农村路”建设是总结经验，特别是成功经验所提出的，要认真落实，久久为功。2017 年 12

月，总书记再次作出重要指示，“四好农村路”建设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为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带去了人气、财气，

也为党在基层凝聚了民心。总书记先后三次对“四好农村路”作出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农村公路发展为了谁、发挥

什么作用、怎么干等重大问题。2019 年 7 月，交通运输部联合七部委联合印发了《关于推动“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

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开展‘美丽农村路’建设，结合美丽乡村建设，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美丽农村路，到 2025

年，实现乡乡都有美丽农村路”。在 2019 年 9 月出台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的意见》

中进一步强调“坚持经济实用、绿色环保理念，全面开展‘美丽公路’创建工作”。在营造舆论氛围方面，交通运输部

推出“我家门口那条路”主题活动，评选网民心中“最有故事、最聚财气、最有人气”的“十大最美农村路”，为“美

丽农村路”的推广奠定了群众基础。 

“美丽农村路”已成为加快推动“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的一项有力举措。  

1.2 农村公路发展成效和存在问题 

   

图 1 农村公路总里程统计图                        图 2 2018年农村公路绿化、养护比例图 

近年来，“四好农村路”发展取得了巨大成效，截止 2018年底，全国农村公路总里程 404 万公里，以县城为中心、

乡镇为节点、建制村为网点的农村公路交通网络已初步形成，6 亿农民“出门硬化路、抬脚上客车”正在变为现实，“四

好农村路”充分增强了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但与此同时，农村公路发展的主要矛盾已经由“走得了”向

“走得好”转变，农村交通现状距离农民群众对美好出行条件的向往还有差距，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农村公路畅通任务重：从图 1 可以看出，目前全国农村公路尚有 35 万公里等外路，75.6 万公里农村公路尚未

硬化，农民群众对现有农村公路升级改造和自然村通硬化路提出了强烈诉求。 

二是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不到位：农村公路路域环境较差，路产路权保护不到位，重建轻养、以建代养、弃养待建

问题依然存在，早期建设的通乡镇、建制村农村公路已进入养护高峰期，大量新增的沥青路、水泥路对管理养护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 

三是农村公路运营水平有待提高：部分地区农村客运存在“开得通、留不住”现象，县、乡、村三级物流节点整

体覆盖率较低，资源整合能力和服务水平不高，农村公路、乡村二元结构仍然明显，和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要求

存在较大差距。 

四是农村公路自然文化风貌特色不足：农村公路建设存在破坏生态自然环境问题并缺少有效生态修复措施，重金

打造沿线景观“千路一面”，乡土特色保护利用不足，农村公路生态文化价值有待进一步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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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国农村公路发展模式亟待升级转型，从规模扩张、解决通行，向以建、管、养、运协调发展的高质量“四

好农村路”转变，以改扩建为主，注重路域环境治理、乡村文化展现、产业融合发展，创建适合本地区特色的“美丽

农村路”，改善农村地区人居环境，突出农村公路内涵之美。 

2 我国农村公路发展历程 

认知“美丽农村路”内涵，需要分析我国农村公路发展演变的历史脉络。 

表 1 我国农村公路发展史 

发展阶段 时间 发展背景 阶段特征 

建设起步 

阶段 

1949- 

1977 年 

经济发展水平低，建养资金投入少，主要依靠当地农民群众

投工投劳完成建设。 

农村公路网初步构建，以通为主，

整体建设数量少、标准低。 

加快发展 

阶段 

1978- 

2002 年 

1978 年全国人大五届一次会议提出“要建立起一个适应工农

业生产发展需要的交通运输网”的要求。 

国家先后实施了以工代赈、交通扶贫、西部大开发等政策举

措，为农村公路提供了制度保障。 

农村公路网初步形成，注重数量

粗放型发展，整体建设标准较低。 

优化发展 

阶段 

2003- 

2013 年 

2003 年交通运输部提出“让农民兄弟走上沥青水泥路”的目

标，启动了建国后规模最大的农村道路改善工程。 

2005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方

案》明确各级政府职责，建立稳定的养护资金渠道并规定

“7351”养护资金标准。 

农村公路网逐步优化，通行条件

逐步改善，建设制度不断完善，

建设质量不断提升，养护工程初

步发展。 

高质量 

发展阶段 

2014 年 

以后 

2014 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三次对“四好农村路”作出

重要指示。 

交通运输部提出“小康路上，绝不让任何一个地方因农村交

通而掉队”的目标和“五个坚持五个确保”的理念，为优化

村镇布局、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当好先行。 

2019 年交通运输部联合七部委印发了《关于推动“四好农村

路”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推动国办印发了《关于深化农

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的意见》。 

农村公路网提档升级，深入落实

生态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理念，

推动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

化，生态、自然、文化内涵不断

提升。 

梳理我国农村公路发展史可以看出建国以来，我国农村公路经历了一个由少到多，由通到好的建设过程。农村公

路作为农村重要的公益性基础设施，是建设“美丽乡村”的基础性、前置性配置要素，更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

组成。以生态文明建设和高质量发展推动的“美丽农村路”，是农村公路多层次、多维度的发展，无疑将成为农村人居

环境中“最公平的公共产品和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具体体现，是新时代农村公

路发展演变的必然路径。 

综上，梳理我国农村公路发展历程可以看出，“美丽农村路”理念的提出，是新时代农村公路的发展方向，是在乡

村振兴战略目标下“美丽乡村”建设理念的重要理论创新，也是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理念的形象概括。 

3 “美丽农村路”内涵分析 

“四好农村路”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是总书记站在党和国家发展全局的高度对我国农村公路发展提出来的总体要

求。“美丽农村路”在“建好、管好、护好、运营好”的要求下，要突出生态文明建设、融合发展理念，深度发掘农村

公路典型特征之美并予以充分展现。“美丽农村路”内涵包含两个层次，一是自身建设层面，包括路域生态优良、主体

工程优质、沿线设施完善、乡土特色突出，管护机制健全、创新；二是服务发展层面，包括促进乡风文脉延续，服务

产业成效明显，沿线群众获得感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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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理念和模式着力通过对农村公路体系提质扩容、内涵升级，改善其作为农村公共服务产品供给侧服务品质和

特色化水平，建设高质量“四好农村路”，用以优化农村交通布局、改善农村风貌、提升农村品味和竞争力、满足群众

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以推动乡村发展转型。 

与“四好农村路”理念相比，“美丽农村路”理念相承于“建好、管好、护好、运营好”，着眼于“高质量发展”，

核心在“美”，其突出特点可总结为以下五个方面： 

（1）更强调生态文明建设理念，坚持绿色、生态的农村公路可持续发展之路； 

（2）更注重附属设施服务功能，从群众出行需求角度出发，提供多元化、便捷化、智能化服务； 

（3）更彰显乡村民俗文化特色，充分发掘地方特色，展示乡村文化魅力； 

（4）更强调管理养护体制机制，完善农村公路制度保障； 

（5）更突出产业发展复合功能，融合丰富的产业功能，带动乡村经济转型发展。 

4 “美丽农村路”理念特征和实践路径 

基于上述对“美丽农村路”的背景、内涵分析，“美丽农村路”理念具有路域环境生态美、附属设施服务美、乡风

乡情展现美、制度模式高效美、助推产业成效美等五方面典型特征和与之对应的实践路径。 

4.1 路域环境生态美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路域环境是农村公路最直接的生态屏障，农村公路发展要贯彻生态文明理念，和美学

思想有机结合,建设“生态性、景观性、协调性、持续性”的高质量“四好农村路”。        

   

图 3 腾冲市火山路注重沿线生态环境保护              图 4 安徽小岭路原生植被保护 

实践路径主要包括：在规划设计阶段，以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为导向，充分利用既有道路进行改造提升，注重

对整体风貌、区域生态的保护，涉及的材料、资源尽量满足本土化、可再生、可循环利用；在建设过程中应减少大拆大

建，以整代建减少对沿线环境的负面影响，提高精细化程度；在养护运营阶段注重对路域环境的治理，保证路域环境整

洁、有序，保持公路美丽风貌；在运营阶段主要是推广节能、低碳运输装备，实现农村公路与自然生态和谐共生。 

4.2 附属设施服务美 

在农村公路附属方面，“美丽农村路”典型特征主要体现在沿线服务设施、管理设施、交通安全设施等方面。在有

限的资金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科学的选取必要的附属设施及其功能，并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乡

村振兴规划充分结合。 

   

图 5 博罗县利用横河道班设置农村公路驿站   图 6 敦煌景观大道标志标线清晰、安全生命防护设施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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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路径主要包括：区域农村公路发展要做好总体规划，沿线服务设施、管护设施宜遵循集约化原则结合设置，

并根据动态需求进行逐步完善；坚持新建与改建相结合，充分改造现有设施、建筑进行功能拓展，功能分布上要因地

制宜，满足群众停车、休憩、观景、休闲等出行需求；建筑装饰风格上应充分结合本土文化，鼓励增设特色农产品、

手工艺品、文创产品展售窗口作为对外文化展示平台。加强生命安全防护工程建设以及危桥改造力度，避免发生安全

防护不到位、桥梁年久失修等威胁出行安全的现象。交通安全设施应在满足安全性的基础上对区域进行整体规划设计，

提炼并融入本土文化元素，以形象、色彩、材质等形式形成特色展示窗口，提升农村地区文化氛围和整体形象。 

4.3 乡风民俗展现美 

美丽乡村建设承载着传承乡村文化的重任，“美丽农村路”作为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部分，美丽农村路建设必须以

文化为载体，坚持弘扬和继承乡村文化，是构建乡村社会生态和重建乡村文明和公路文明的关键，更是留住乡愁、记

住乡愁的根本元素。 

   

图 7 德兴市香屯至名口公路构筑物展示区域文化            图 8 成都三岔镇园区道路景观 

其实践路径主要包括:一是充分发掘、展示乡土文化。注重农村公路内涵式发展，根据既有的资源禀赋、所处地域

特征、村民意愿以及乡村文化等因素综合考量，通过用地、风貌、街巷、节点、建筑和景观等物质空间载体体现文化

特质，“一路一特色、一线一品牌”，展示特色乡韵文化。二是完善公路公共文化设施。开展形式多样的以公路文化为

主题的活动，深入实施文明素质，文化精品、文化产业、文化阵地、文化人才、文化旅游、科教发展、健康保障等工

程，以提高公民爱路护路意识。此外，在人员相对集中区域，设置文化宣传栏，提高居民认同感。三是发挥农民的主

体作用。从意识、机制、制度等维度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把农村公路之美内化于农民的具体行为之中，融进农民的生

产生活中去，让农民深度参与雕琢“美丽农村路”。 

4.4 制度模式高效美 

“四好农村路”“建好”是基础，“管好、护好、运营好”是目的。“美丽农村路”作为“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抓手，在“建好”的前提下，强化组织保障、政策保障、资金保障、技术保障四个体系，创新运营模式，建立

长效机制，实现农村公路可持续发展。 

   

图 9 浦江县交通管理服务中心综合执法       图 10 鄂尔多斯龙虎渠村村级养护机构管护等功能 

其实践路径包括:一是加强农村公路管理工作，实施农村公路“路长制”，建立覆盖县、乡、村道的组织管理体系；

完善绩效考核制度，将“美丽农村路”工作纳入考核体系；探索开展信息化管理模式，提高农村公路管理效率。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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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齐农村公路养护短板，鼓励开展群众性养护，探索自助筹措和社会化捐助资金筹措措施，提高农民群众参与积极性。

三是创新运营模式，统筹城乡之间交通运输协调发展，推动城乡交通运输与供销、旅游、电商融合发展，借助现代农

业、乡村旅游扩大农村公路服务半径并反哺农村公路建设养护。 

4.5 产业经济成效美 

乡村振兴要有产业，产业发展交通先行。“美丽农村路”建设要着眼于乡村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因地制宜发展

乡土产业，充分利用农村公路串联、辐射作用，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图 11 景甜百岁山水厂依傍 X223线而建           图 12 南漳县花朝路与红色旅游结合 

其实践路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农村公路+旅游”融合发展，根据乡土自然、历史、人文特色发展休闲

农业、特色小镇、乡村民宿等乡村旅游，鼓励建设农村公路慢行系统，完善驿站、露营地、停车区、观景台等服务设

施，充分展示乡土原生态之美。二是分析区域产业发展需求和优势，建设资源路、产业路，把环境、资源、文化优势

转化为产业优势，在农村公路发挥串联作用的同时，利用路侧景观、小品对特色产业进行表现和宣传。 

5 结语与讨论 

“美丽农村路”主动顺应了农村公路发展趋势，是“美丽乡村”和“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在农村公路建设中

的统一，是“美丽中国”目标下“生态文明建设”在农村地区的具体表现。“美丽农村路”理念推广要坚持创、评结合，

以评促建的思路，加强舆论宣传和示范引领。作为“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美丽农村路”要和路长制、

绩效考核、示范创建、信息化等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一套农村公路发展长效机制，共同推动“四好农村路”高质

量发展，为加快全面进入小康社会，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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