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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农村因路而美、农民因路而富、产业因路而兴，农村通户道路硬化不仅事关群众出行“最后一米”，更
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有力支撑，2020年，新区按下农村通户道路硬化工程“快进键”，全区80个行政
村、328条街巷实现硬化，为乡村振兴铺就“快车道”。

新区农村通户道路工程收官，80个村庄328条街巷实现硬化

“幸福路”通到百姓家门口
  □本报记者 董梅雪
　　本报通讯员 李国华

　　“俺们村里这条路，破得不成形，
到处坑坑洼洼，卖苹果也好，秋收也
好，手扶车都没法走。自从硬化了路
面，路好走了，俺们都很满意。”说起
村里道路的变化，宝山镇小窝洛村村
民郭胜喜不自胜。
　　2020年7月份以来，区交通运输
局围绕“农村因路而美、农民因路而
富、产业因路而兴”的目标，按下农村
通户道路硬化工程的“快进键”，全面
加快“户户通”工程建设步伐，努力打
通农村道路硬化的“最后一米”，为乡
村振兴贡献交通力量。截至目前，全
区80个行政村、328条主次大街的硬
化任务已顺利收官。

补齐短板
加快入户道路硬化

　　近年来，新区通过实施农村公路
安全生命防护工程、“三年集中攻坚
行动”、“四好农村路”等工程，一条条
平坦宽敞的农村公路通达乡间，串起
一个个美丽乡村，连起千家万户，成
为群众的出行路、幸福路、小康路，也
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经济发展，为
广大群众打开了一扇扇脱贫致富的
大门。
　　通村道路基本解决了，入户道路

成为新的短板弱项。新区不少村庄
主次干道、胡同巷道、房前屋后道路，
由于缺少统一规划设计，年久老化失
修，道路产权、管养主体不清，造成路
面坑洼、破损严重、设施不配套，通行
能力下降。尤其道路破损，排水不
畅，存在较大安全隐患。

一村一策
精心设计施工方案

　　2020年年初，区交通运输局农村
公路专班坚持一村一策，制定了工程
实施方案，逐村确定硬化方案，并召
开设计、施工、监理三方动员会和施

工进场部署会，吹响了“开工即决战、
进场即冲刺、大干三个月、道路通到
家”的集结号。
　　据介绍，新区实施的农村通户道
路硬化工程，涵盖辖区内宝山镇、大
村镇、大场镇等11个镇街，覆盖前沟
村、东十字路村、立新村等80个行政
村，涉及村庄主次大街328条，硬化总
里程73.632公里、总面积55万平方米，
合同投资1.25亿元。其中12条大街
1.122公里，需新建路面结构，316条大
街72.51公里，需实施路面大中修。
　　施工单位中建路桥公司克服工
程地点分散、入乡进村机械设备调度
使用不便、沥青碎石等原材物料运输

进场困难等不利因素，落实质量安全
责任制，打造阳光工程、精品工程。
累计投入挖掘机、装载机、压路机、摊
铺机等机械设备近百台，消耗各类碎
石约7.19万立方米、混凝土约11.39万
立方米、沥青约0.21万吨。

改善出行
路通人和心气顺

　　街巷虽小，关乎农村百姓的日常
出行，胡同再短，也是产业发展的先
决条件。农村通户道路硬化，是事关
群众出行“最后一米”的民生工程，是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
是全区在更高标准、更高层次上推进
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目前，列入年度工程计划的80个
行政村，不论是驻地村、偏远村，还是
经济强村、薄弱村，都将公路通到了
大街小巷，修到了农民的家门口，更
修到了农民的心坎里。“看着家门口
这条碎石路变成了平坦的水泥路，心
里别提有多舒畅了。村里交通便捷
了，还愁过不上好日子？”郭胜提高了
嗓门对记者说。
　　通户道路工程的实施，一改往日

“晴天尘飞扬、雨天路泥泞”的出行窘
境，对于完善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改
善乡村生活环境，提升农村人居面貌
和 群 众 幸 福 指 数 ，都 将 发 挥 重 要
作用。

畅通出行
“最后一米”

打好污染
防治攻坚战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持续改善环境质量，增强全社会生态环保意识，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生态环境工作专业性强，如何做到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为此，西海岸新区创新打法，在全市
率先开展“环保管家”试点工作，为企业治污把脉问诊开良方，探索开辟了一条“定制服务”“精准施策”的
环保治污新路子，加快推动绿色低碳发展。

新区在全市率先开展“环保管家”试点工作，为环境整治把脉问诊

“环保管家”蹚出治污新路子
  □记者 谭宁
　　通讯员 丁相贵 杨剑 报道
　　本报讯 为提高新区生态环境
保护护航能力和科技含量，西海岸生
态环境分局践行“先行先试、善作善
成”新区精神，率先在青岛市系统性
开展“环保管家”试点工作，通过市场
化运作，着力实现“让专业的人做专
业的事”，探索开辟了一条“定制服
务”“精准施策”的环保治污新路子。
　　结合生态环境工作实际，西海岸
新区确定分区、镇街两级开展“环保
管家”试点工作，挑选手推车配套企
业、纺织机械制造企业集中的6个镇
街先行开展试点，招聘2家“环保管
家”第三方机构分别服务于局、镇街。

　　综合新区行业企业分布、污染物
排放等情况，将重点排污、VOCs排放
重点、环境安全重点等140家企业作
为区级“环保管家”试点企业，分两轮
开展巡查；将试点镇街比较集中的橡
胶、喷涂、纺织机械制造等行业的347
家企业作为镇级“环保管家”试点
企业。
　　试点工作开展以来，累计完成了
计划内487家重点排污企业的巡查排
查，发现环境问题及隐患3400余个，按
时开展问题整改“回头看”，阶段性整
改完成率达90%以上。协助处置重点
信访件，受理、办结信访投诉2869件，
重点区域信访量明显下降。指导全区
634家企业完成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

达标率列青岛市第一。“环保管家”、镇
街共同入企检查、研究问题解决方案，
已初步完成了6个镇街和4个特殊行业
的环境治理分析报告。
　　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目前，

“环保管家”组成28人的专业团队，其
中高级职称专家占32%。由相关专家
参与，先后组织召开了橡胶企业监管
研讨会，针对市、区关注的橡胶行业
整治问题提出专业化意见；针对各行
业发现的环境问题，指导镇街、企业
制定整改方案；设置公开电话，解答
企业现场来不及咨询的事项；为全市
首个“生态环境智能遥感监管平台”
提供技术支撑，目前已启动建设……
通过抽取165家企业发放调查问卷和

监督卡，95%的企业反映“环保管家”
服务能够帮助他们提高污染治理的
专业性和实效性。
　　除此之外，新区还充分发挥“环保
管家”的专业优势，举办生态环保大讲
堂，开展执法人员集中培训2次、现场
培训17次；聘请山东大学、山东科技大
学等高校教授对企业开展VOCs无组
织排放和处理工艺等业务培训4期，推
动执法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强化法治
思维，提高业务素质。
　　通过开展管家试点、执法下沉和
以干带训，西海岸生态环境分局、镇街
环保联动机制更顺畅，镇街生态环保
办人员工作思路更清晰，业务能力明
显提高，网格化环境监管成效凸显。

  农村
道路硬化
后，居民出
行更便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