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溧阳 1号公路:通往共同富裕的幸福路 

叶明华 

溧阳地处苏浙皖三省交界、宁杭生态经济带中心节点，千年古邑、绿色仙境、红色沃土，有着良好的生态本底、

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近年来，我们按照中央和省、市关于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目标要求，坚持“交通先行”战略

不动摇，把生态涵养、全域旅游、文化传承、乡村建设等新时代元素融入全国一流、全省示范的“四好农村路”，

高标准打造 365公里“溧阳 1号公路”，努力打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价值转化通道，在使之成为溧阳 80

万老百姓的幸福路、致富路上开展了一系列积极探索和有益实践，走出了一条城乡融合引领乡村振兴、资源整合推

动共同富裕的绿色发展路子。 

以路为笔，构架“人人可感”的开放空间 

为全面彰显交通先行的生态效应、经济效应、富民效应，我们在建设“溧阳 1 号公路”的过程中，坚持以路为笔、以路引

景、串珠成链，致力构建开放共享的场景和空间，将自然山水转化为可持续发展的绿色资源。 

在规划建设上注重融合带动、串联全市。 

把“溧阳 1 号公路”建设规划与全市“十四五”交通发展规划、镇村建设布局规划等有机结合起来，对内连接“三山两湖

宋团城”、98 个行政村、312 个自然村和 220 多个乡村旅游点，对外通达周边 7 个县市，以“内联外引”的路网格局形成“自

然通透”的开放空间，为资源引入、产业植入创优条件。 

在环境提升上注重品质为上、覆盖全域。 

坚持以不破坏原有生态环境为先决条件，推动“溧阳 1号公路”与沿线山水风光、乡村风情亲近融合，近三年“一河一策”

整治沿线河塘 598处，232个村庄布局得到优化，沿线村生活污水收集处理、垃圾“日产日清”实现全覆盖，“田园陌上、乡村

野趣”的生态景观全面展现。 

在功能配置上注重节点支撑、勾画全景。 

依托“溧阳 1号公路”建设，把旅游服务功能和农村居民交通出行功能充分整合起来，在沿线打造 63处房车营地、休闲驿

站、观景平台和 86 个共享汽车出行点，让游客领略生态之美、乡村风韵；在周边实现所有镇村、150 人以上自然村公路通达率

100%，城乡“一元制”公交全覆盖，方便广大村民“走出去”，驱动要素资源“引进来”，全力打通乡村振兴的“双向道”。 

以路为引，构造“人人可享”的产业平台 

空间的打开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产业的壮大才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为全面打通资源要素在城乡间自由流动的通

道，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建设，我们始终把赋予“溧阳 1号公路”产业培育、植入和孵化功能作为核心要求，依托青

山绿水，全力打通文旅、农旅、康旅、工旅融合发展通道，为每一个热爱和向往溧阳这座城市的人搭建奋斗成就梦想的舞台。 

强化现代农业基础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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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发展休闲农业、观光农业作为重点方向，在“溧阳 1 号公路”沿线布局了 65 万亩优质粮油、4.5 万亩白茶、6 万亩特色

果品，建成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和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园各 1个，吸引 21家省级以上休闲旅游和农业精品企业、35家常州市级以

上农业龙头企业入驻，天目湖白茶、白芹，曹山蓝莓、杨梅，社渚青虾、软米成为游客竞相购买的“爆款”，全市农旅融合年收

入突破 40亿元，带动近 10万农民人年均增收 1万余元。 

丰富全域旅游产品供给。 

把“溧阳 1 号公路”作为全域旅游发展的“黄金纽带”，依托全市 63 个美丽乡村示范点，高标打造 17 个省级美丽乡村示

范点和 11 个省级特色田园乡村，全域集聚 266 家星级旅游农庄和 42 家星级“清风朗月·溧阳茶舍”，带动沿线行政村集体经

济经营性收入均超 70万元，吸纳农民“家门口”就业近 1.25万人。“薯愿”牛马塘、“荷塘”礼诗圩、“蓝城”杨家村等网红

乡村远近闻名。 

拓展优秀历史文化传承。 

深入挖掘“溧阳 1号公路”沿线历史文化元素，依托东汉蔡邕“读书台”、“中华第一诗”《游子吟》故里等遗存遗迹，传

播溧阳“忠勇、信义、慈孝、明慧”的精神气质；依托新四军“铁军东进”策源地等红色资源，建好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旧址纪念

馆、水西村“长三角红色研学第一村”；依托代表史前文明的“中华曙猿”、马家浜文化的“神墩遗址”、良渚文化的“梅岭

玉”，融合傩戏、马灯、丝弦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文化之魂丰乡愁底蕴，让“溧阳 1号公路”成为凸显地方特色文化、引领精

神文明建设的特色体验之路。 

以路为媒，构筑“人人可及”的绿色高地 

实现共同富裕需要吸纳城市群、都市圈优质资源为我所用。为进一步放大比较优势、拓展发展格局，我们坚持把“溧阳 1号

公路”作为溧阳优美生态、美丽产业、美好生活的鲜明代言，以革命的红色基因、生态的蓝色守护和丰收的黄色憧憬合力擘画溧

阳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 

集聚优质资源提级赋能。 

通过建设“溧阳 1 号公路”，打破了传统的景区景点开发线性思维，也为激活资源带动一系列重量级项目落地提供了有利

条件，曹山未来城、瓦屋山低碳城、中德富尔达康颐社区、蓝城悠然南山等重大文旅项目开工建设，施柏阁、悦榕庄、万豪、瑞

吉等 13家国际品牌酒店相继入驻，全市旅游业增加值占 GDP比重最高达 13.4%，休闲康养融合产业规模突破 700亿元。 

集聚创新要素打响品牌。 

依托“溧阳 1号公路”，显山水之美、激创新之力、扬城市之光，连续举办“中国溧阳茶叶节暨天目湖旅游节”，深入开展

“院士专家溧阳行”等创新合作，中科院物理所长三角研究中心、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天目湖校区、重庆大学智慧城市研究院等 10

余个一流科创平台纷至沓来，动力电池产业质效跃居全国县级城市之首，先进制造、高端休闲、现代健康、新型智慧“四大经济”

占比提高到 54.5%。 

集聚试点释放人才活力。 

把“溧阳 1 号公路”的融合带动效应与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全国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县等国家级试点效应糅合

起来，通过打通宅基地资格权退出置换通道，推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引导和激励人才下乡、资本下沉，近三年年均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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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次人才 1000余名，累计吸引“三资”70余亿元投向“三农”，日日春、白露山、玉枝茶果等农业企业点亮乡村，美岕树屋、

神马农场、火车莱斯等文旅项目扮靓山水，青峰仙居、轻度、芷岚秋等精品民宿成为溧阳人才扎根乡村、创新创业的新代言。 

以路为基，构建“人人可为”的治理格局 

乡村要发展振兴，产业是基础，治理是关键。我们在打造“溧阳 1号公路”的过程中，始终把统筹县域治理特别是乡村治理

作为关键支撑，在延长道路的同时推动社会治理触角延伸，努力把“溧阳 1 号公路”打造成溧阳乡村治理的坚实载体和制度通

道。 

强化全方位党建引领。 

发挥“溧阳 1号公路”串联全市、联结镇村的基础作用，按照“以点带线、以线促面、全域建强”的思路，打造 12个“非

公党建 30分钟示范圈”，搭建 40个“党员先锋驿站”，组建城市党建馆和南山片区民宿党建联盟，充实农村基层党建力量，在

疫情防控、防汛防洪、农村电子商务等重点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创新多元化社会治理。 

立足“四好农村路”、城乡公交一体化等现实基础，因地制宜为镇村公交赋予物流配送、物资输送等功能，方便农村群众生

产生活。学习借鉴新时代枫桥经验，推动网格化治理单元向农村延伸；“百姓议事堂”基层治理模式入选首届长三角基层依法治

理十大优秀案例。 

拓展普惠式公共服务。 

沿“溧阳 1号公路”，推动优质公共服务资源下沉，扎实推进民生实事补短板。近年来，全市偏远乡村交通出行、优质供水

等服务保障日趋完善，被撤并乡镇环境面貌普遍提升，农村学前教育、义务教育优质达标率达 95.6%，乡村卫生室实现行政村全

覆盖，一幅“乡居秀美、乡业富美、乡治和美”的幸福图景梯次展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