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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公交，不掏钱！这是新郑市对 60
岁以上老人的一种“特殊优待”。“在有些
大城市，也没有这样的好做法啊！”新郑
市民张丙午老人为这一实事的推出感到
高兴。

日前，记者走进新郑，亲身感受了一
次“免费乘车”之旅。

“同志，这是我的老年证，你看看。”这
位刚办完老年优待证的老大爷急切地向
售票员询问。“您是 1947年出生的，可以
享受优惠政策，免费乘车没问题。”老人掩
饰不住心中的喜悦，高兴地说：“这真是给
俺这些老人办了一件大好事！”一旁的刘
好妮老人也很同意他的看法，她告诉记
者，人老了，骑自行车不方便也不安全，只
能坐公交车了，“现在一块钱能干啥，但就
是这一块钱也能暖人心啊！”

在采访过程中记者发现，每当有行动

不便的老年人上下车时，售票员总是在一
旁搀扶着。“谁家没老人？这都是应该的，
耽误点儿时间没啥，不能让老人坐咱的车
磕着碰着。”记者继续追问是否影响生意
时，这位卖票的李大姐笑着说：“挣钱也得
挣良心钱啊！况且现在政府每月都给俺
们补助，可准时呢！”

“刚开始实施时，我们加强对司乘人
员的教育，还通过发放、张贴宣传标语，开
通举报投诉电话等方式，来强化客运市场
的秩序，让大家给予老年人关爱和照顾。”
新郑市交通运输部门的负责人对记者说，
为确保这件实事落到实处，新郑市还制作
了车辆补贴发放台账，保证每月按时足额
发放每车1000元的财政补贴。

今年67岁的李国军老人说：“让老年
人免费坐车不是省一元钱的事，而是对老
年人的关心、关照和尊敬。”

编者按：交通事业在现代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物资财富的运输和流动，经济价值的承载和互通，社会的持
续发展，城市的快速腾飞，无一不依赖于交通事业的支撑。尤其
是在推动区域经济和城市现代化建设方面，交通事业更是扮演着
举足轻重的角色，因此被人们称为经济发展的“先行官”。近年
来，新郑市交通运输部门牢牢抓住当前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大发展
的有利时机，抓重点、攻难点，讲大局、比奉献，强化措施落实，明
确责任分工，推动全市交通事业迈上了新台阶，为全市经济建设
和社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为此，本报特推出《迢迢大路，巍巍丰碑——新郑交通事业速写》，
与广大读者共同分享交通事业近年来取得的成果。

迢迢大路 巍巍丰碑
——新郑交通事业速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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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看发展：

交通运输四通八达
客运网点星罗棋布

四通八达、纵横交错的公路网，安全畅通、方便快
捷的运输网络，翻开了新郑市交通史全新的一页。交
通改革与发展步伐不断加快，便利的交通为新郑经济
社会全面、快速、和谐发展提供了强劲的动力。如今，
一组组数据、一个个成绩，在不经意间见证着新郑交
通的变迁。

改革开放前，在新郑这块 87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仅有地方公路 8条，共计 86.4公里。公路密度 9.95公
里/百平方公里，万人拥有 1.6 公里；改革开放三十年
间，新郑抢抓机遇，大力实施干线公路路网改造和农
村公路建设，迎来了高速发展时期，公路路网通达深
度和服务水平明显提高，截至目前，公路已达 1729.2
公里，通车总里程是 1979年前的 20倍。公路密度 198
公里/百平方公里，万人拥有 26.6公里。其中，高速公
路从无到有，已建成 3 条，在建 1 条，建成通车里程
69.8公里；干线公路网络拓展，已建成 6条 123.4公里，
其中国道 1条 35.9公里,省道 5条 87.5公里，桥梁 29座
2072.8延米；农村公路建设步伐加快，已建成通车里程
1537公里，桥梁 86座 2255.52延米；全市 325个行政村
实现了村村通油（水泥）路。

随着交通网络的形成，运输功能也日臻完善。全
市拥有等级汽车站 15个，其中：二级车站 1个，四级车
站2个；乡镇客运站12个，行政村汽车招呼站（候车亭）
95个，开通客运线路24条，其中：跨市线路2条，跨县线
路6条，跨乡线路16条；拥有营运汽车11825辆，其中：
营运客车531辆(不含出租车)，客车座位11600个；营运
货车 11294辆，38707个吨位；全市从事道路运输的业
户达 6364户，其中：道路客运业户达 3户，道路货运业
户达6861户。

公路通百业兴，交通的发展为经济的腾飞搭建了
坚实的平台。路网的健全，催生了“公路经济”的蓬勃
发展，日趋完善的大交通体系使新郑市人民获得了前
所未有的实惠，扩建改建公路的沿线相继掀起了投资
热潮，公路沿线正日益成为全民创业的“主战场”。

成绩代表过去，未来还需要更加努力。新郑交通
人面对新机遇、新挑战，将以崭新的姿态规划着今后交
通发展蓝图……

“双超货车有效遏制，特超车明显减
少，超载分量明显降低……”近日，记者从
交通运输局了解到，该部门认真履行职能，
加强联合执法力度，治超工作得到了省、市
治超办的一致认可，并在全省推广。

新郑市公路网密集，交通发达。然而
由于近年来车辆超限超载日益严重，给该
市的交通安全、公路设施以及人民生命财
产安全造成了一定影响。为遏制车辆超限
超载行为，保障道路交通安全，新郑市积极
探索治超工作新机制，采取固定监测与流
动检测相结合的方式，在固定监测站实行
24小时全天候执法检查，连续作战，昼夜不
停。同时，针对一些不法运输经营者绕行、
闯岗等逃避检查的情况，新郑采取以变应

变的策略，组建流动治超小分队，对全市重
点线路、重点区域设点布控，层层设防，进
行不定时巡回检查。

治超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新郑市交
通路政、运政和公安交警组成联合执法队
伍，采用多部门联动的方式，“堵、疏、卸、拆”
的强制措施，有针对性地对超限超载车辆、

“大吨小标”车辆、非法改装车辆以及非法营
运车辆等从速从重开展治理打击活动。

“治理超限超载还要从源头抓起，不仅

使企业放心、司机安心，也提升了路政队
员文明执法的水平。”新郑市交通运输局相
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超
限超载这一难题，交通、工商、公安等部门
联合以认定的超限超载车辆、“大吨小标”
车辆和非法改装运输车辆为线索,追查超
限超载车辆货源及非法改装运输车辆来
源，并深入整顿非法货运厂矿及非法车辆
改装企业，规范车辆改装行为，加强道路运
输市场的监督管理，对不符合标准的车辆

一律不予发放车辆营运证，从源头上全力
遏制超限超载违法行为。

在治理超限超载工作中，新郑还充分
利用电视、广播和互联网等新闻媒体进行
广泛宣传，使治理工作深入人心。同时，在
重要路口、重点路段对过境车辆发放治超
传单，使各乡镇、各部门、企业及广大运输
户充分认识到超限超载及非法营运的危害
性和严重性，进而理解和支持综合治理工
作。治超工作开展以来，新郑市公路平均
超限超载率由治理前的25%下降到目前的
2.5%左右，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有了明显好
转，道路交通事故同比明显下降，使公路基
础设施得到了有效保护，通行能力有了明
显提高。

严格执法：

“与路共舞”保畅通

“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脚泥”，出行
难、行路难，曾几何时，新郑市广大农民
群众为脚下的路生出几多无奈。然而，
令他们做梦也没想到的是，仅仅经过几
年的时间，一条条昔日的黄土路变成了
如今的柏油路。公路通、民心畅，农村公
路如丝带般“飘”进农家庭院。

在新郑市辛店镇驮窑村，平坦的大
路上走来的是满脸笑容的村民，家家户
户摩托车、拖拉机繁忙地行驶着。“党和
政府为我们修的是幸福路啊！”村民崔学
臣感慨地说，过去村里没有路，家家户户
都是靠马匹运输物品，更别说进城了。

“自从村里修了路，我们这小山村就
逐渐热闹了，来爬山游玩的人多了。我和
村里的党员商量着，准备在村里大搞农家
乐。”驮窑村支书史二聚站在村子新修的
道路上给记者谈起了以后的发展思路。

通了路，奔致富。在新郑像这样的例
子还有很多，2005年以来，该市充分利用
道路升级改造项目、国债项目、村村通工
程、县乡公路改建等一系列优惠政策，抢
抓上三级加快农村公路建设的大好机遇，
大力实施农村公路建设工程，科学规划设
计，严格施工建设，先后投入资金 4.1亿
元，建设农村公路 800公里，通达行政村
325个，受益群众 40万人。截至目前，全
市农村公路已达1537公里，实现了从“村
村通”到“村村串”，极大地改善了农民的
出行条件，方便了农民的生产生活。

在新郑市和庄镇老庄刘村，记者还
看到了这样一幅场景：一条蜿蜒的柏油
路穿村而过，公路养护员正在路边清除
杂草、平整水沟，远远望去，绵延数公里

的乡村道路整洁平坦，就连沿线的标志
标牌也被擦得干干净净。该村村民刘根
喜告诉记者：“这条路修成3年多了，依然
是平整干净，这都归功于养护员的精心
呵护。”

“我这个养护员是俺村群众挑选出
来，经过市里的培训才上路干活的。”已
经上岗两年的公路养护员刘太昌一边清
理路边的杂草一边说，不管刮风下雨，大
伙儿都会到各自分包的点上看看，如果
发现路被损坏，就及时上报和修补，这样
做不仅及时控制了路上的小毛病，也延
长了路的使用寿命。

俗话说得好，农村公路三分建、七分
养。新郑市在大力建设农村公路的同
时，还把重点转向了公路的管护上。该
市相关部门通过调查，创新推出了“五护
员”管理制度，按照“政府领导、分级负
责”的原则，逐步建立起了县、乡、村三级
管护组织体系。各乡镇分别成立了农村
公路养护队伍，全面实施专员管养，并按
照每2~3公里1人的标准配备养护人员，
由“护路员”按照农村公路有路肩、有排
水设施、有行道树、有管护员、有经费保
障、有管护措施和无杂草、无垃圾、无水
毁、无坑槽的“六有”、“四无”标准全面履
行养护职责。

“要让农村公路更好、更持久地为发
展农村经济服务，必须加大投入，进一步
解决安全设施不完善、养护不到位等问
题，”新郑市交通运输局相关负责人说，

“只有这样，才能满足广大农民群众的需
要，才能真正把农村公路建成农民的致
富路、幸福路。”

建管并重：

为民铺筑幸福路 聊天

交通变模样
百姓得实惠
客商印象深

市民吕鹏：平时上班比较忙，陪老人的时间太少了，
就想着老人能自己出去转转。可是连坐车的钱都不舍
得花，现在政府对老人有优待，免费坐车了，没事和邻居
一起出去钓钓鱼、爬爬山，老人开心了，咱做子女的心里
也安慰了许多。

私企职工刘志杰：以前从俺村到城里，坐车就得坐
半天，路不好走着哩！现在路都修到家门口了，俺去城
里上班，每天都回家，骑着电动车才20多分钟，家里有
啥事儿俺也能及时回去帮忙。

客商李建文：之所以来新郑投资办厂，是因为这里
的交通非常快捷，发展有前途。交通是发展的核心，当时
考察的时候，周边的几个地市也都转了转，都不太理想。
我这生意，车辆进进出出是难免的，没一个好的交通环境
根本不行。现在事实证明，新郑这块地方我没选错。

一块钱也能暖人心

固定与流动相结固定与流动相结
合的路政管理模式有合的路政管理模式有
效地打击了公路违法效地打击了公路违法
超载超限行为，维护超载超限行为，维护
了路产路权。了路产路权。

“畅洁绿美”的S323公路新郑段。

郑新路新郑城区段新貌。

7月中旬，烈日当空，酷暑难
耐，午时的乡村显得格外安静。
在新郑市龙王乡客运站的候车室
里，王大爷和一起等车进城的乡
亲们有说有笑，好不热闹。

“现在乘车比过去安全、放
心、轻松多了，”王大爷指着车站
外面的乡村公路说，“过去乘车就
在这路边等，天晴还好，遇到下雨
天就只能在雨里头淋雨等车，太
麻烦了。特别是家里老人、孩子
乘车，总是放心不下。”

在王大爷看来，过去乘车站
在路边等，车子什么时候来，心里
没有底，有时候等半天，等得腰酸
背痛，连找个休息的地方都没
有。“现在好喽，乘车可以在车站
里面等，既安全又可以休息，车子
什么时候来心中也有个底。”说
着，王大爷提着行李，登上了开往

市区的公交车。
在郭店镇客运站，记者也看

到了同样的情形。车站“下乡”让
新郑市的农民在家门口就能坐上

“方便车”、“安全车”，城乡时空距
离缩短了，对外交流交往扩大了，
昔日村民外出时乘坐的摩托车、小
三轮和拖拉机，如今已被一辆辆美
观舒适的新型“新农巴士”所替代，
农家的孩子也与城里的孩子一样
乘车去上学了。

据了解，新郑市按照“路、站、
运”一体化发展战略,坚持“路通
车通、车头向下”原则,不断扩大道
路运输覆盖面,采取延伸或调整已
有运营线路，新开城乡短途客运
线路、赶集班、夜宿班车等多种经
营方式，做到干线支线搭配、冷线
热线均衡，实现了客运资源优化，
投资都有盈利，群众出行便捷安

全的“三赢”目标。同时，坚持以
站为依托，在对原有新郑汽车站
进行改扩建的基础上，加快农村
客运站建设，使公路运输取得了
突破性进展。

截至目前，全市拥有乡镇客
运站12个，行政村汽车招呼站（候
车亭）95个，共开通农村客运线路
21条，投放车辆 451辆，每天往返
市内农村各地的客运班车已达到
1940班次，通行政村 310个，通车
率达 95%以上，极大地改善了广
大群众的出行条件,初步实现“车
进站、人归点”的目标。

便民、利民的农村客运站，让
农民群众真正享受到“村村通”
带来实惠的同时，也带来了农
村农业机械和个人交通工具的
更新换代，成为农民出行的“星
光大道”。

农村客运站：

农民出行的“星光大道”

交通行政管理人
员深入维修企业，帮
助企业解决难题。

农村公
路成为农村

经济发展的“提
速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