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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视阈下皖北地区农村道路提升问题探析 

——以颍上县山涧村为例 

高立
1
 

（中共颍上县委党校，安徽 阜阳 236200） 

【摘 要】：皖北地区乡村道路建设持续提升工作是实施乡村建设行动的应有之意，包括农民生活道路和生产道

路的持续提升。农村生活道路的持续提升可以满足农民对于美好生活需要，生产道路的提升可以满足农民对于发展

农业生产的需要，从皖北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推进乡村振兴工作的实际看，持续建设并提升乡村道路，对于农村的

进一步发展，很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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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以来，皖北地区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省委决策部署，紧盯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两不愁三保障”和饮水安全可能出

现的疑似问题，围绕持续激发脱贫人口内生动力接续开展工作。以颍上县为例，截止到 2020年底颍上县 78个贫困村全部出列，

建档立卡的 59,787户 160,493人全部如期脱贫，脱贫攻坚取得历史性胜利，向全县人民交出了一份满意答卷。 

1 皖北地区乡村道路“户户通”建设现状 

从总体上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来，颍上县乡村道路建设工程大幅推进，乡村的交通条件大大改善，乡村道路的通达度大

幅提升，“镇村通”“村村通”等项目的实施，乡村里头出现了水泥路面、沥青路面，大大方便了群众的生产生活，农民得到了

实惠。然而，乡村有乡村自己的特点，村落有村落基本的形态，生活在不同村庄的农民对于乡村道路的修缮，受益程度也不同，

从山涧村调研的情况看，皖北乡村常驻居民的交通现状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皖北地区沿着国道、省道、县道居住的群众，实现了乡村生产生活道路的“户户通”。从农村的实际情况看，千百年

来，依靠土地生活的农民，祖祖辈辈生活在农村，生产生活的基本载体外在表现的形态就是村落，而中国传统村落又呈现“大杂

居，小聚居”的特点，村庄的基本形态各异，风格差别也较大。比如山地、丘陵或者平原地区等，不同的地形地貌特征孕育了千

姿百态的村落形态。以皖北颍上县山涧村为例，该村坐落在颍上县东北部，西邻颍利路，东枕西淝河，处在亳州市利辛县、淮南

市凤台县和阜阳市颍上县三市三县交界处，从南到北依次有 21个生产小组，沿着 224省道东侧依次分布。可以看到的是，沿着

省道居住的农户，水泥路面直接铺到门口，直接实现了道路的“户户通”，生产生活比较方便
[1]
。 

第二，皖北地区沿着“一事一议”工程，县乡工程项目居住的群众，实现了生产生活的“户户通”。村庄的基本外在形态很

大程度上决定了群众的生产生活方式，居住在不同村庄的老百姓，因为交通状况的不同，农业生产方式，农民住房条件，特别是

出行条件也不同。乡村有乡村的基本特点，这个特点集中表现在村落的布局和形态上，以皖北颍上县山涧村为例，按照乡村生产

                                                        
1作者简介：高立(1985—)，男，安徽颍上县人，讲师，本科，主要从事理论教学和科研管理工作。 



 

 2 

生活习惯，农民一般有沿路建房，傍水安家的习惯，在习惯的基础上形成的遵循也就约定俗成了。近年来，随着乡村基础设施的

进一步完善，颍上县山涧村逐渐形成了通达的交通网络，群众新一轮建房热潮的兴起，农民大多选择沿着县乡项目道路，或者

“一事一议”项目道路建房，也就有了农民“小聚居”的生产生活方式，也是因为这种方式的存在，塑造了乡村外在的基本形

态。从这个层面看，皖北乡村农民“撵路建房”的基本倾向，带着农民生产生活对于交通出行的基本需求。 

第三，皖北地区居住在偏远老村庄，通达条件有限的群众，“户户通”的“最后一公里”存在着没有打通的情况。由于村庄

选址布局上的差异，居住在国道、省道、县乡工程项目和“一事一议”项目旁边的农户，通达度较好，实现了“户户通”，生产

生活和居住环境都焕然一新；常年居住在老村庄的农户，由于自然庄分布上的差异，房屋离国道、省道、县乡项目道路或“一事

一议”项目道路较远，入户的道路没有实现硬化。从村庄布局、村庄外在的基本形态上看，这个情况的存在是客观的，乡村生活

道路硬化项目的落地需要一个常驻人口覆盖率的情况，也是因为这个情况的存在，县乡道路项目才可能会通过论证、立项并实

施，通过道路项目的落地来解决乡村道路问题。从这个层面看，在广袤的乡村里面，聚居在一起的居民解决生活道路通行问题相

对容易；反过来，常年居住在偏远老村庄的居民，因为房屋分布相对分散，也就是有了“小聚居”这个情况存在，偏远老村庄的

居民生活道路一直没有得到妥善解决，群众对于美好生活出行的需要与乡村道路建设之间存在矛盾[2]。以皖北颍上县山涧村偏远

的薛庄为例，由于道路通达条件较差，晴天往往扬尘四起，灰尘较大；阴雨天气，路面湿滑泥泞，群众出行很不方便。 

从总体上看，皖北乡村生产生活道路“最后一公里”没有完全打通的情况在农村依然存在，无论从乡村居民生活质量提高

的层面来讲，还是从乡村生产发展的角度来看，乡村道路建设提升问题都应该是必须解决的问题。同时，加大乡村道路建设力

度，也是积极推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的应有之意。 

2 持续推进皖北地区乡村“户户通”项目建设的原因 

对于乡村建设行动而言，道路作为农村发展的基础设施，作为硬件条件，直接关系到乡村群众的生产生活，关系到群众生产

生活质量的提升，乡村道路的硬化、通达对于乡村建设行动的实施可谓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同时，乡村道路交通条件的改善也

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和应有之义。 

(1)农业现代化进程的推进要求皖北地区乡村道路建设同步提升。 

国家的现代化，显然需要乡村实现现代化，尤其需要乡村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从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看，

乡村的现代化有个前提，也就是乡村的基础设施需要率先实现现代化，这是立足乡村发展农业生产，推进并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

然要求，这也是持续推进乡村基础设施建设
[3]
，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的前提。乡村是国家粮食的主产区，带着鲜明的地域色彩，

村落的错综布局带着乡村生产生活的印记，在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的背景下，随着乡村农业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一系列新

型经营主体的进一步发展，农业托管全程化服务的进一步延伸，无论是乡村的农业生产道路，还是和群众联系紧密的生活道路，

对于乡村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农民生活质量的进一步提高，实现乡村农业现代化都具有重要意义，也是乡村发展过程中必须解决

的问题。 

(2)农民对于美好生活向往要求皖北地区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同步提升。 

乡村里的居民，工作在农村，生活在农村，祖祖辈辈从事农业生产活动。近年来，随着乡村剩余劳动力逐步向城镇转移，很

多青年人通过买房、务工、求学、参军等不同途径陆续走进了城镇，开启了新的生产生活方式，留在乡村老村庄里的大多是妇女

老人和儿童，也就出现了人们熟知的空巢、空心和留守的问题。不可否认的是，乡村的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等，作为目前从事农

业生产劳动的参与者，无论是自愿参与当地的土地流转，还是自营家庭承包的责任田，留在农村的这部分人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

和城镇居民是一致的，他们都期盼在农村就能享受更好的住房、更好的医疗卫生条件、更满意的教育、更高的收入和更好的居住

环境等。应该看到，无论是乡村生产道路，农民生活道路状况，都关系着皖北乡村居民生产生活质量的持续提升
[4]
；反过来，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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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乡村道路建设持续提升的结果，既是推进乡村建设行动的有力抓手，也是推动工作的有力载体。同时，也从群众生产生活的角

度回应了乡村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这个向往。 

(3)乡村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皖北地区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同步提升。 

乡村有乡村自身的特点，这个特点是和城市不一样的，从外在的形态上看，乡村不像城市那样，讲求整齐划一，拥有宽阔的

马路，林立的高楼，能见到飞驰的汽车，从事农业生产的内在要求决定了村庄外在形态的差异，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也有不同的特

征，这个特征在乡村形态的综合反映上就是环境特征的不同[5]。从皖北乡村布局的外在形态上看，“户户通”道路的打通对于老

村庄群众的生产生活环境提升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乡村群众“户户通”道路是实现，可以改善农业生产综合环境；另一方面，

乡村群众“户户通”道路的实现，可以有效改善农民生活环境。从乡村内在功能上看，从事农业生产，保证国家粮食安全是乡村

的基本功能，这个功能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意义重大，所以皖北乡村生产生活道路的通达度就显得至关重要。 

3 关于皖北乡村道路建设提升问题的几点思考 

从总体上看，皖北乡村居民生活道路“户户通”的最后一公里没有打通的情况在农村依然存在；同时，在广袤的皖北乡村，

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生产道路没有打通的情况也一定程度存在，这是皖北地区实施乡村建设行动，积极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基于此，结合皖北农村乡村振兴工作推动，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实际，笔者做一些简单

思考。 

(1)充分利用乡村建材修建农民生活“户户通”道路，可以打通皖北乡村道路的最后一公里。对于皖北农村农民生活道路建

设而言，这个最后一公里的问题群众讲的最多，反映也最为强烈。随着全面小康在皖北大地上的建成，乡村里的很多生活道路、

生产道路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自然庄与自然庄之间，村组于村组之间，村组与耕地之间的连接道路状态实现了好转，从泥水路

面到矸石路面、从矸石路面到沥青路面、水泥路面等，不一而足。乡村的道路建设，从总体上看已经实现了镇村通、村村通、组

组通硬化路面。但是，“户户通”这个层面仍然存在没有打通的情况，这个最后一公里的路程，直接关系到乡村群众的生产生

活，关系到乡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质量的持续提高。利用乡村里闲置的建材资源，动员当地群众用砖头铺设入户道路，可

以有效解决乡村群众入户道路这个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2)用乡村建材修建农民生活“户户通”道路，可以有效配置皖北乡村的闲置资源。2016年以来，随着脱贫攻坚工作在皖北

乡村的持续推进，乡村环境综合治理工作的落实，特别是拆违拆危工作的推进，皖北农村的偏远村庄里，堆积了很多废旧建筑材

料，仅砖头一项就成了乡村环境治理老大难的问题，这就造成了一种客观存在的情况：一方面，在偏远的乡村里，群众拆违拆危

留下了很多废旧建材，带了了环境治理问题；另一方面，群众入户道路问题没有解决，不管是晴天还是雨季，扬尘泥水等问题始

终是乡村群众进入出行的拦路虎。如果统筹皖北乡村里的闲置建材资源，用乡村里的闲置建材资源为偏远村庄居住群众铺设入

户道理，一方面可以解决当地群众出行难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可以有效配置皖北乡村里的闲置资源，可谓一举两得。 

(3)用乡土建材修建农民生活“户户通”道路，可以持续激发皖北地区脱贫人口内生动力。2020年底，皖北地区和全省其他

地区一起跨步小康社会，作为脱贫攻坚的主体，通过各种各类帮扶措施落地，乡村里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有效激发发挥

了重要作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持续推进乡村振兴战略[6]，常年居住在乡村的人口关于发展的内生

动力持续激发无疑应该起到重要作用，同时也是乡村振兴的举措。有效利用乡村的闲置资源，解决群众入户道路问题，解决这个

“户户通”道路问题，让镇村两级充分动员乡村居民参与进来，让群众在家门口谈道路建设，谋农村发展，无疑会持续激发皖北

乡村居民关于发展的内生动力，对于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这个需求具有重要意义。 

(4)用乡土建材铺设“户户通”道路，可以“望的见山，看的见水，记得住乡愁”。乡村有乡村的特点，村庄有村庄的内涵，

这个内涵上的特点往往带着乡村生产生活的温度。皖北乡村是农民从事生产生活的主要载体，同时也是基本归宿。随着美丽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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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的持续推进，乡村建设行动的持续发力，需要通过工作实践落在具体行动上，问题的关键是“记得住乡愁”这个层面的动作

怎么落实，如何在皖北乡村建设行动过程中，通过工作推动政策落地，用乡村建设行动的成效让皖北地区乡村群众实现愿景。显

然，这是一个系统性问题，也是一项巨大工程，需要在皖北乡村发展的规划编制中走在前面，做到心里有底，心中有数，用皖北

乡村建筑材料铺设群众入户道路，恰恰就能解决这个“山”，这个“水”和这个“乡愁”“记得住”的问题。 

乡村振兴是一个大课题，乡村建设行动也是一篇大文章，只要坚持党的领导，以人民群众广泛参与为主体，以农村持续发展

为主线，尊重乡村发展规律，围绕皖北乡村居民生产生活持续开展乡村道路建设提升工作，开展的工作就是有意义的工作，农民

的生产生活质量也会持续提升，皖北乡村建设行动也会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4 结语 

全面建成小康不是终点，而是乡村脱贫人口新生活的起点。整合皖北地区现有资源，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持续激发脱

贫人口内生动力有机结合起来，实现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工作有序衔接，依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各项重点任务，很有必要。从这

个层面看，皖北持续推进乡村道路建设，切实提升乡村道路建设通达度，解决乡村居民对于出行方式的美好向往，就显得意义重

大，对于当前农业农村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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