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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交通厅《四川省农村断头公路建设实施方案

（2009—2011年）》的通知  

   
(川办发［2009］32号) 

  

  省交通厅组织编制的《四川省农村断头公路建设实施方案（2009－2011年）》已经省政府第30次

常务会议审定，现予转发，请抓紧组织实施，确保建设目标顺利实现。 

  各市（州）和县（市、区）人民政府是农村断头公路建设的责任主体、实施主体和工作主体，要

按照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方式，精心组织实施，并搞好资金平衡，确保工程建设质量。

省直有关部门要创新机制，公布规划，明确补助政策，采取自下而上的决策机制和申报制度，支持积

极性高、前期工作到位、建设资金落实的市（州）、县（市、区）加快农村断头公路建设，提高农村

公路技术水平和通行能力，切实改善农村居民出行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条件。 

  四川省农村断头公路建设实施方案（2009－2011年） 

  为加快农村公路建设，完善农村公路网络，适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根据省委、省政府

“两个加快”的部署，结合农村断头公路基本情况和全省农村公路发展实际，编制四川省2009－2011

年农村断头公路建设实施方案。 

  一、编制依据 

  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2006年中央1号文件）。 

  2.《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四川农村公路发展的实施意见》（川府发〔2006〕20号）。 

  3.四川省“十一五”农村公路建设规划。 

  4.四川省农村公路专项调查成果。 

  5.四川省公路统计年报。 

  二、基本情况 

  2003年，我省开始启动农村公路建设，先后组织实施了县际公路和通乡、通村公路建设。特别是

2006年以来，在完成全省农村公路普查的基础上，全面实施以“油路到乡、公路到村”为主要目标的

“十一五”农村公路建设规划，计划建设1.6万公里县通乡油路（水泥路）和5.3万公里通村公路，到

2010年将实现全省90%的乡（镇）通油路，98%的建制村通公路。 



  三年来，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地方各级政府高度重视，人民群众广泛参与，修路积极

性空前高涨，我省农村公路呈现出健康、快速发展的态势，建设规模和完成投资连续两年创历史新

高。截至2008年底，我省农村公路总里程突破20万公里，实现了69%的乡（镇）通油路（水泥路）、

79%的建制村通公路。预计2009年底，我省内地将基本实现乡乡通油路和村村通公路的目标。但是，受

历史、地理、经济等多方面因素影响，我省农村公路总体水平仍然不高，不能适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

设需要，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路网不完善。受建设规模和资金的限制，“十一五”确定的“油路到乡、公路到村”的目

标是按行政节点进行规划的，只能在县域内形成以县城为中心，向周边乡（镇）辐射的树状路网结

构。部分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迫切需要的农村断头公路，因不符合“十

一五”农村公路规划原则，无法改造建设，使当地农民群众的出行条件不能得到根本改善。 

  （二）技术等级低。截至2008年底，我省农村公路总里程已达到20.55万公里，其中等级公路占

59.47%，铺装高级、次高级路面的公路占31.27%。等级过低、有路不畅、晴通雨阻等问题严重削弱了

农村公路网的功能和作用，特别是随着我省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农村公路技术等级低的问题逐渐成为

影响我省农村公路网整体水平的关键因素，地方政府和广大农民群众反响强烈，有必要加快发展。 

  （三）发展不平衡。我省地域广阔，社会经济发展、地形地貌、基础条件差异大，农村公路发展

不平衡的矛盾较为突出。内地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农村公路建设速度快、效果好，预计2009年底，内地

绝大部分地区将基本完成“十一五”农村公路建设规划，有能力、有条件进一步建设农村断头公路；

而盆周山区，特别是三州地区由于公路建设成本高、经济基础差，建设资金筹措能力弱，农村公路发

展相对滞后，这些地方目前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加快“十一五”农村公路规划项目建设，确保按期

完成已确定的规划目标。 

  三、农村断头公路的成因 

  由于我省地域辽阔、地形复杂、经济欠发达等原因，农村公路基础条件相对较差，部分具有重要

连接作用，且地形条件许可的农村公路，因未连通、未修建必要的独立大、中桥，以及因公路技术等

级低、未铺装高级、次高级路面等问题，形成了多种形式的断头公路。随着“十一五”农村公路县通

乡油路（水泥路）规划的实施，我省将基本实现县城到乡（镇）通油路（水泥路）。由于“十一五”

通乡油路是以县城为中心，辐射各乡（镇）的树状路网，部分乡（镇）位于县域农村公路网络的末

端，通乡油路进入乡（镇）后，就不再继续延伸，导致部分相邻省、市、县的乡（镇）之间具有重要

连通功能的公路不通，不能适应物资集散和经济发展的需要；还有部分发展依存度较高的相邻乡

（镇），因相连的重要公路通道不符合规划原则，未纳入“十一五”县通乡油路（水泥路）规划，在

行政区域内形成农村公路发展的薄弱环节，不利于发挥路网的整体效益，不利于区域经济交流和发

展。 

  因此，目前我省急需解决的农村断头公路是里程较短、地形条件许可、工程难度较小和投入产出

效益最大、农民群众生产生活需求最迫切的县乡道断头公路。 

  四、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目标，以实施“十一五”农村公路建设

规划为基础，通过农村断头公路建设，构建布局合理、标准适宜的农村公路网，提高农村公路整体服

务水平，促进我省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五、安排原则 

  （一）科学规划、统筹兼顾。根据我省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在全面认真研究全省农村断头公路

现状的基础上，打破行政区域界限，以发挥农村公路网络最大效益为目标，以连通重要断头公路为主

要内容，合理选择路线走向，科学规划路网布局；统筹各地建设断头公路的需要，兼顾“十一五”农

村公路建设任务完成情况，统一建设标准和实施时序，确保同步建成。 



  （二）突出重点、效益优先。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项目建设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坚持

项目社会经济效益优先的原则，分轻重缓急，科学确定项目建设时序，确保建一条成一条，不能搞

“半拉子”工程。重点建设里程较短、地形条件许可、工程难度较小和投入产出效益最大、农民群众

生产生活需求最迫切的农村县乡道断头公路。 

  （三）实事求是、量力而行。我省农村断头公路规模大、分布广、情况复杂，许多区域地广人

稀、山高沟深，交通需求量小，主要受地形和投入限制，短时间内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全面解决。要

结合当前农村公路网的建设水平和需求，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根据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综合

考虑地形地貌条件、建设难度、市（县）政府的积极性和建设资金筹措落实情况，量力而行，分阶

段、有步骤建设完善。 

  （四）分类指导、协调发展。在建设项目安排上要具体把握我省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不均衡的问

题，妥善处理经济相对发达和欠发达地区对农村断头公路建设的需要；妥善处理成都市城乡一体化对

农村断头公路建设的需要；处理好三州地区农村断头公路建设中“需要”与“可能”的关系；处理好

地震重灾区灾后重建和农村断头公路建设的关系，促进全省各地农村公路协调发展。 

  六、实施方案 

  （一）建设规模。 

  根据我省农村断头公路建设重点，结合“十一五”期间各地农村公路发展水平和断头公路现状，

综合考虑区域地形类别、项目的覆盖人口和建设效益，全省农村断头公路建设总规模确定为17354.8公

里，其中： 

  1.按照国家灾后恢复重建规划，使用中央灾后重建基金安排建设我省地震重灾区39个县的农村断

头公路3663.4公里。 

  2.利用亚行贷款安排建设我省地震重灾区19个县的农村断头公路3541.4公里。 

  3.争取交通运输部交通扶贫资金安排阿坝州农村断头公路400公里。 

  4.省安排补助资金建设农村断头公路9750公里，其中内地8950公里，甘孜州和凉山州各400公里，

并安排农村断头公路大、中桥梁建设1万延米。 

  （二）建设时间。 

  本方案实施期为2009－2011年，分三年组织实施，其中：2009年实施8700公里，2010年实施6000

公里，2011年实施2655公里。 

  （三）建设标准。 

  农村断头公路建设不得低于四级公路技术标准，采用沥青路面或水泥混凝土路面，独立大、中桥

采用的技术指标应与所在路段相适应。县际和省际间农村断头公路建设标准应在适应两地社会经济发

展需要的基础上进一步协商一致。 

  农村断头公路建设应贯彻“川九路”建设理念，因地制宜、以人为本，注重用地节约、生态保护

和水土保持。 

  （四）资金测算。 

  1.补助标准。 



  （1）通过中央灾后重建基金和亚行贷款安排的农村断头公路按已确定的补助标准执行，交通运输

部交通扶贫资金安排阿坝州农村断头公路按部确定的标准补助。 

  （2）本次农村断头公路省补助标准参照交通运输部确定的“十一五”县通乡油路补助标准，并综

合考虑全省各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地形条件和资金筹措能力，拟将省补助标准分为三州和其他地区

两类，同时新增加农村断头公路独立大、中桥建设补助标准。补助标准如下： 

  三州地区：每公里补助50万元。 

  其他地区：每公里补助40万元。 

  大、中桥建设：每延米补助7000元－10000元，平均补助8000元。 

  2.资金构成。 

  根据我省2009－2011年农村断头公路的建设规模和补助标准，按照目前县通乡油路（水泥路）平

均建设成本，2009－2011年估算需要投入建设资金126.3亿元（含中央和省补助83亿元），其中： 

  （1）通过中央灾后重建基金安排建设地震重灾区39个县的农村断头公路3663.4公里，总投资23.5

亿元，中央补助20亿元。 

  （2）利用亚行贷款全额投资建设地震重灾区19个县的农村断头公路3541.4公里，总投资20.4亿

元，全部由中央申请亚行贷款安排。 

  （3）通过交通运输部交通扶贫政策解决阿坝州400公里农村断头公路建设，估算总投资约2.4亿

元，争取交通运输部补助安排2亿元。 

  （4）通过省安排补助资金建设农村断头公路9750公里，总投资78亿元，安排农村断头公路独立

大、中桥建设1万延米，总投资2亿元。需省补助资金合计40.6亿元，其中农村断头公路补助39.8亿，

独立大、中桥建设补助0.8亿。根据分年建设计划安排，2009年投入建设资金约40亿元，省补助20亿

元；2010年投入建设资金约20亿元，省补助10.6亿元，2011年投入建设资金约20亿元，省补助10亿

元。 

  省补助资金由省交通厅使用国有商业银行长期贷款解决，用成品油税费改革收入返还资金省级预

算分年还本付息，省补助资金按照贷款行要求实行专户管理。 

  （5）建设农村断头公路，需要市（州）、县（市、区）人民政府筹集的建设资金约43.3亿元。市

（州）、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加大对农村断头公路的专项资金投入，除补助资金外，建设资金由

市、县两级人民政府统筹平衡、全额解决，不得向农民群众乱集资、乱摊派。 

  （五）建设效果。 

  通过实施农村断头公路建设，到2011年末，我省将基本解决里程较短、地形条件许可、工程难度

较小，群众需求最迫切、投入产出效益最大、社会经济效果最显著的农村断头公路问题。随着“十一

五”农村公路建设规划的实施和农村断头公路建设，将使我省农村公路进一步联网成片，公路的通行

能力和服务水平得到明显改善，公路网络的综合效益有效提升。有利于在更大范围促进群众交流和货

物集散；有利于打破行政区划界限，增进农村跨区域社会交往和经济合作；有利于进一步拉动内需，

促进经济平稳增长；有利于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增加农民群众收入；有利于进一步统筹城乡，带

动区域周边经济协调发展，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较强的交通基础保障。 

  （六）项目申报。 



  中央灾后重建基金、亚行贷款安排的公路灾后恢复重建规划内农村断头公路项目，按有关规定执

行。省补助资金安排的农村断头公路建设项目，坚持规划指导、政策扶持、县为主体、竞争发展的原

则，实行动态管理和年度申报制，不一次性确定各地农村断头公路建设规模和项目。 

  县（市、区）人民政府是农村断头公路建设的实施主体和资金平衡主体，按省制定的规划方案和

补助政策实行项目申报制。省制定规划，出台政策，加强指导。 

  县（市、区）人民政府按照项目管理的有关规定和条件，落实项目业主，做好前期工作和资金平

衡，经市（州）人民政府审核后，向省交通厅申报，自下而上确定年度建设计划，干不干、干多少，

由地方政府确定，形成竞争激励机制。市、县政府要确保项目保质保量按时完成，杜绝出现“半拉

子”工程。 

  省交通厅负责对各地申报的农村断头公路项目进行审查，按照“谁积极、支持谁”的原则，重点

支持符合建设规划、地方积极性高、创新能力强、前期工作到位、资金筹措落实、建设条件具备的项

目，对达不到建设条件的项目不纳入年度计划安排。同时，加强农村断头公路建设实施情况的过程监

管和中期评估，严格目标考核，并根据各地进展情况，适时调整规划和年度建设计划，形成农村断头

公路建设竞争立项、动态管理的激励机制，确保农村断头公路建设顺利实施。 

  各地要按照群众自愿、竞争立项的方式选择农村断头公路建设项目，形成自下而上的决策机制，

坚决不修群众不愿修的路。要根据项目建设的轻重缓急，结合当地资金筹措落实情况，申请农村断头

公路年度计划。 

  申请纳入年度计划的农村断头公路建设项目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1.项目符合我省农村断头公路规划原则和发展重点； 

  2.完成建设前期工作，具备开工条件。 

  （1）已形成《村民大会决议》、《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决议》和《县人民政府立项申请》； 

  （2）设计已批准； 

  （3）项目业主已明确； 

  （4）建设资金落实，已形成市（州）、县（市、区）两级人民政府确认的项目建 

  设资金平衡方案，并出具资金落实承诺文件及相关附件。 

  七、政策措施 

  1.农村断头公路建设是农村公路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确保建设顺利实施，将农村断头公路建

设纳入省政府民生工程目标进行考核，并严格按照省政府川府发〔2006〕20号文件有关要求规范建设

管理行为，坚持建、管、养、运一体化发展。 

  2.县（市、区）人民政府是农村断头公路建设的责任主体，负责组建项目法人，实施农村断头公

路建设，乡（镇）人民政府负责组织发动群众参与农村断头公路建设。 

  3.市（州）人民政府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市（州）和县（市、区）人民政府要多渠道整合资

源、筹集资金，搭建融资平台，落实建设资金；要建立跨地区的协调机制，确保跨地区断头公路建设

项目同步建成；要出台优惠政策，积极协调农村断头公路建设中的重大问题，推进农村断头公路建设

健康快速发展。 



说明:本库所有资料均来源于网络、报刊等公开媒体，本文仅供参考。如需引用，请以正式文件为准。 

  4.农村断头公路建设要坚持民主、自愿的原则，按照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方式组织

实施，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不修农民不需要、不愿意、不参与修的路。 

  5.省交通厅要细化农村断头公路建设管理办法，加强监督检查，指导帮助地方推进项目前期工

作，加强工程质量和进度管理，并对各地完成目标的情况进行考核。对上报项目弄虚作假和建成“半

拉子”工程的县（市、区），省交通厅除向全省通报批评外，还将联合省财政厅扣回该项目省补助资

金，并在两年内不再安排所在县（市、区）有关公路建设项目。 

  附件：1.四川省2009－2011年农村断头公路建设规模汇总表（略） 

     2.四川省2009－2011年农村断头公路建设项目明细表（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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