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伟大的中国实现了从站起来、富
起来到强起来的跨越式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
代，我市的交通运输事业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沧桑巨变，进
入了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新时代。

穿山越川跨大河，高速公路通八方。2013年建成了郑云
高速桃花峪黄河大桥，2016年建成武云高速公路，与桃花峪
黄河大桥一道形成了云台山直通省会郑州的高速通道。近
几年来，抢抓全省高质量推进高速公路“双千工程”及高速公
路“13445工程”的良好机遇，先后开工建设了沿太行焦济段、
沿黄、沁伊、焦平等6个高速项目，谋划实施焦唐、沁伊高速北
延等项目，实施项目之多、建设里程之长、建设规模之大、投
资数额之高均实现了历史性突破。尤其是今年以来，沿黄、
沿太行等4个项目被列入“三十工程”十大基础设施项目，交
通运输部门和建设单位加压驱动，抢天夺时，项目建设不断
掀起高潮。通过这些项目的规划实施，焦作市高速公路将由
原来的“两横三纵”增加为“四横六纵”翻一番；高速公路里程
由240公里将增加至约570公里，高速路网密度由5.9公里/百
平方公里提升至约14.2公里/百平方公里，居全省、全国前列。

建设全域“四好农村路”，下好乡村振兴先手棋。2012
年，积极开展农村公路“十、百、千”示范工程创建活动。2014
年，全面启动农村公路“三年行动计划”乡村通畅工程。深入
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好农村路”建设的重要批示指示精
神，于2018年在全省率先开展了全域“四好农村路”示范市创
建工作，得到了省委、省政府、交通运输部相关领导的充分肯
定。我市被命名为全国“四好农村路”建设市域突出单位，河
南省第一批“四好农村路”省级示范市；所属六个县（市）中沁
阳市、孟州市被命名为全国示范县，其余4个县被命名为省级
示范县，实现了全域创示范的目标。

国省干道上档升级，区域快速通道网络完善。2015年建
成S310长邵线焦作至沁阳段一级公路；2017年以来，G327连
固线武陟马营至博爱小中里段一级公路、S310长邵线修武至
焦作段、焦温快速通道工程先后建成通车，至此，焦作至所属
各县（市）全部通上了一级公路快速通道。同时，为跨越黄河
天堑，先后于2019年和2022年建成了G234焦作至荥阳黄河
大桥和G207孟州至偃师黄河大桥，进一步打通了焦作南大
门，形成了通往省会郑州、副中心城市洛阳的快速通道。目
前，全市形成了“八横十纵”的干线公路网格局，其中国道 3
条，为一横三纵；省道14条，为七横七纵，区域快速通行能力
大幅增强。

坚持“人享其行、物畅其流”，客货运输事业发展迅速。
城市公交取得飞速发展，我市被定为全省首批“公交优先示
范城市”，先后获得了9条全国、省级青年文明号和工人先锋
号线路。开展行政村农村客运班线公交化改造，5个县创建
成了“河南省万村通客车提质工程”示范县。加强“互联网+
道路客运”融合发展，推出焦作至郑州滴滴站点巴士专线。

加快货运物流业转型升级，多式联运向好发展，今年以来，博
爱内陆港物资调运突破1万标箱；马村焦煤大宗物资枢纽集
装箱运量已达1.1万标箱。网络货运快速发展，今年上半年全
市网络货运运费总额达11亿元，位列全省第二。中原（豫北）
大宗物资综合物流枢纽入选交通运输部“绿色低碳交通强国
建设专项试点”项目，全省仅此一家。在全省率先开通95128
约车电话和网约平台，实现了“一键叫车”，做到了叫车更快
速、服务更优良。积极开展全国精品航线创建活动，造峰林
峡航线总体满意度在全国排名第四。

夯实安全管理基础，交通运输安全警示教育全国领先。
我市的中原地区交通运输安全警示教育基地被列为全国9家
部省共建基地之一，拥有目前全国规模最大、演示功能最全、
科技含量最高的安全驾驶体验区，已有9万余人接受了安全
教育。荣获“国家交通运输科普基地”，被定为“全市干部培
训现场教学点”和“全市中小学生研学旅行实践基地”。同
时，联合公安部门开展道路交通安全专项整治提升行动，集
中整治了28条亡人交通事故多发路段和6500处隐患路口，死
亡人数同比下降51%，省委书记楼阳生、司法部部长贺荣在我
市调研时均给予充分肯定。

75年峥嵘岁月，75年顽强拼搏；
75年薪火相传，75年春华秋实。
截至目前，全市公路总里程已达8165公里，为1949年的

25倍，公路密度达200公里/每百平方公里，高于全国和全省
平均水平，全市已形成了以高速公路为骨架、干线公路为主
导、农村公路为脉络，四通八达、畅通高效的公路交通网。

截至目前，全市营运客车和货车分别达626辆和83215辆，
分别为新中国成立之初的626倍和27274倍；公交车、出租车从
无到有，从有到优，全市城区共有公交车辆719台，巡游出租车
辆1398台，网约车1135台；全市营运船舶数量达60艘。

75年来，我们不会忘记，为了编织四通八达、畅通高效的
交通网络，从高速公路主战场到干线公路和农村公路建设工
地，广大干部职工大力弘扬“铺路石”精神，穿山越岭，披荆斩
棘，逢山开路，遇水架桥，谱写了一曲曲震撼大地的创业之
歌。

75年来，我们不会忘记，为了保障重要物资运输，保障人
享其行、物畅其流，从交通企业到运输生产一线，从车站货场
到每台客货车辆，广大干部职工大力弘扬“老黄牛”精神，披
星戴月，长年累月奔忙在运输线上，把微笑和服务奉献社会，
书写了一首首可歌可泣的动人诗篇。

挥太行巨笔，书交通长卷。
蘸黄河浓墨，绘发展蓝图。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借用一代伟人毛泽

东的诗句，我们为焦作市交通事业的发展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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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年沧桑，75年巨变。

75年砥砺奋进，75年谱

写华章。

新中国成立75年来，焦作市交通

运输系统在市委、市政府和省交通运输

厅的正确领导下，励精图治，艰苦创业，

交通运输事业取得了辉煌成就：高速公

路高效快捷，干线公路纵横交错，农村公

路密织如网，运输场站星罗棋布，运输服

务功能全面提升，为促进全市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当好了

开路先锋。

历史篇

焦作市历史上被誉为“覃怀古郡，河朔名
邦”。相传黄帝祈天“披山通道”，大禹治水“陆
行乘车，泥行乘橇”，焦作乃至中国最悠久的交通
就从这里开启……可由于北有太行屏障，南有黄
河天堑，几千年来，因为一山一河的阻挡，岁月
的车轮始终拘泥于太行的雄峙和黄河的波涛之中。

岁月悠悠，大地无垠，即使到了近代，由于
封建王朝和民国政府的腐败，交通事业依然十分
落后。

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战争破坏，焦作交通
基本处于瘫痪状态。全市没有一条等级公路，没
有一座永久性桥梁，道路多由矸石、泥结砾石、
砖渣等材料铺筑，公路总里程仅为323公里，公路
密度每百平方公里仅为7.9公里。客运上1950年开
始使用木炭代燃的货车开行的客运班车，1951年
发展第一辆客车，直到1952年全年客运量才只有
1.3 万人，客运周转量只有 29.3 万人公里；货运
上，全市只有3辆战利品汽车，残破不堪，货运几
乎全靠架子车、马车，效率极低，年货运量、货
运周转量只有22.6万吨、45.1万吨公里。

发展篇

新中国成立以来，为完成紧迫而繁重的交通
工作任务，1957 年 7 月 1 日，市人民委员会交通
科、市搬运公司、市车辆监理分所合并成立了市
交通局，交通工作迈出了新的发展步伐。

1957 年到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
我市交通在恢复、巩固原有道路的基础上实现了
新的发展。上世纪60年代先后对新济路、沁温路
等进行了沥青渣油表处，道路交通状况得以改
善。道路运输上，逐步向人口集中的部分集镇开
通客运线路，并积极发展拖拉机、汽车运输，逐
步取代了独轮车、架子车、马车等运输工具。

改革开放以来，我市交通事业取得了快速发
展。公路建设以晋煤外运通道为重点，对全境公
路开始较大规模扩宽改建。但由于公路建设严重
滞后于经济发展，交通堵塞现象非常严重。1992
年，省委、省政府提出“政治动员、经济补偿、
行政干预、各方支援”和“集资修路、有偿使
用、收费还贷、滚动发展”双十六字方针后，首
次使用世行及国内银行贷款等方式开始大规模商
品路桥建设，于1992年至1995年间一举建成新孟
路温县段等“八路四桥”工程，并在全市掀起了
行政村通硬化路高潮，有效缓解了公路制约经济
发展的瓶颈状况。

道路运输上，1981年，新的焦作长途汽车站
建成，1996年在全省率先实现县县有社会化客车
站目标。同时，随着“有路大家行车、有水大家
行船”政策的实施，我市的长、中、短途客运班
线出现了协调发展的喜人局面。货运上，以晋煤
外运为依托，运输车辆迅猛增长，货运业呈现空
前繁荣的景象。为加强交通行业管理，曾在全国
首家实行强制二级维护定点厂家经营权招标模
式；在全国首创的“车辆产权附条件转移办法”，
使全国许多交通企业走出经营困境，恢复了生机
与活力；货运信息服务体系网络化建设先后五次
在全国性道路运输工作会议上介绍经验。

当历史的脚步迈入 1998 年时，国家做出了进
一步扩大内需、大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重大战略
决策，我市紧紧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机遇，使焦作
交通步入了高速发展的轨道，在怀川大地上掀起了
前所未有的公路建设新高潮。

为打通豫晋两省乃至华东、华中南和西北部地
区的快速通道，于 1998 年拉开了大规模修建高速
公路的序幕，在全省首次自筹资金开工建设我市第
一条高速公路——焦郑高速公路，并于 2001 年建
成通车；之后又于 2002 年建成了焦晋高速公路，
2005年建成了焦温、济焦新、二广 （焦作段） 高速
公路，进一步形成了与京港澳、连霍等全国高速无
缝对接的高速公路网。

为改善路网结构，提升干线公路通行能力，于
2001 年开始了大规模的路网改造，于 2001 年建成
南河渡黄河公路大桥，结束了黄河两岸千百年来茅
津唤渡、柳岸寻舟的历史。之后，又开始了大规模
的二级公路提升改造为一级公路工程，于 2009 年
在全省率先建成第一个“二改一”项目——常付线
常平至孟州段；2011年建成林邓线一级公路焦作市
界至月山段，这是我市首个采取招商引资方式成功
招商的一级公路项目。

为改善农村交通环境，服务新农村建设，促进
农村经济腾飞，于 2002 年在全省率先实现乡乡通
二级公路，2006 年在全省首批实现村村通水泥
（油） 路，受到省政府表彰，纵横如织的农村公路
已成为老百姓脱贫致富的康庄大道。2009 年以来，
在已实现全市村村通硬化路的基础上，继续强力推
进农村公路网络化建设，努力实现农村公路的联网
成片、快捷畅通。2011年以来，紧紧围绕服务新型
农村社区建设，加快农村公路由“通达”向“通
畅”的转变，并积极开展农村公路“十、百、千”
示范工程创建活动，进一步提升了农村公路路网服
务水平。

发展运输是公路建设的目的。为建设统一开
放、竞争有序的交通运输市场，于 2000 年在全国
首家推行大宗货物道路运输招投标管理，受到国务
院纠风办、交通部等上级的充分肯定和全国同行的
广泛关注。同时，大力推行城乡客运一体化建设，
顺利开通了焦作—修武、焦作—博爱城乡公交。
2009年以来，坚持方便群众、让利于民、造福社会
的原则，先后开通了焦作至郑州、焦作至新乡城际
公交，为广大旅客往返我市和郑州、新乡之间创造
了经济、舒适的出行环境。强力推进农村客运网络
化建设，积极打造“新农巴士”品牌，使全市行政
村通车率达 98%，城乡老百姓进一步乘上了方便
车、经济车和安全车。

奋进篇

跨越篇

（本版照片均由市交通运输局提供）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李英俊李英俊 本报通讯员本报通讯员 毛保党毛保党

整装待发的城乡公交。

快艇畅游大沙河。

沿太行高速施工忙。

正在飞架南北的焦平高速黄河大桥。

美丽如画的“四好农村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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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07··农业农村篇农业农村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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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75年来，广袤的怀川大地，“三农”工作始终走在全国、全省前列，素有“中国小麦看河南，河
南小麦看焦作”的高度认同。

特别是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市农业农村局聚焦粮食生产、产业发展、乡村建设等重点领
域，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市“三农”工作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新成效，为我市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
南实践先行区贡献了“三农”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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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提升粮食生产能力

近年来，市农业农村局认真贯彻“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
略，大力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持续改善粮食生产基础设施条
件，加强农业科技服务，全市粮食生产持续稳定发展。

我市粮食生产面积稳定在420万亩左右，总产稳定在200
万吨左右。2024年，全市夏粮总产和单产均创历史新高。夏粮
播种面积 223.72 万亩，总产 11.74 亿公斤，同比增加 0.65 亿公
斤；单产524.61公斤，同比增加29.98公斤，夏粮单产稳居全省
各地市第一位。

农田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全市建成高标准农田 238.73 万
亩，占耕地面积的87.4%。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全市谋划的48.11
万亩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已获省批复，超过省定2025年建设40
万亩高标准农田示范区的目标要求，项目总投资14.43亿元，拟
争取上级财政资金12.03亿元。目前，已开工建设23.65万亩。

耕地质量持续提升。大力推广秸秆还田、测土配方施肥、增
施有机肥、水肥一体化、深耕深松等技术措施，提高土壤保肥蓄
水保墒能力，耕地地力水平进一步提升。全市测土配方施肥技
术推广覆盖率在 91%以上，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在 95%以
上，有机肥使用面积98.04万亩，推广节水技术应用面积119.25
万亩，耕地地力等级位居全省前列。

农业科技水平持续增强。建成31个农技推广乡镇（区域）
站，覆盖所有涉农乡镇，为农户提供了便捷高效的农技服务。神
农种业实验室中试和成果转化基地（焦作）、国家生物育种产业
创新中心（温县）试验站落地建设。全市累计培育小麦品种92
个、玉米品种51个，其中通过国审小麦品种20个、玉米品种21
个，豫麦25、豫麦49获河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豫麦49-198获
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农业机械化水平高，全市农业机械化总
动力259万千瓦，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89.5%，主要粮
食作物（小麦、玉米）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稳定在98%以上，
实现全程机械化。全市6个县（市）中有5个先后被农业农村部
评为率先实现主要粮食作物全程机械化示范县。

粮食生产结构持续优化。全市优质专用小麦面积50.31万
亩，产量27.6万吨。全市小麦种子基地面积100万亩，年均产优
质小麦种子4亿公斤，种子销售辐射河南及周边8省200多个
市县，年推广面积3500万亩，按亩增产50公斤左右，年增产效
益达20多亿元，带动农民增收上亿元。

加快推进乡村产业发展

近年来，市农业农村局坚持以新理念新思路为引领，以做
大做强农产品加工业为重点，以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目
标，深入发掘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做强产业，带动群众增收致
富，推动乡村产业振兴。

培育龙头企业。培育斯美特食品、旭瑞食品、大咖食品、京
华食品等一批行业知名企业，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数量达
170家，国家级、省级、市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分别达7家、59
家、128家，建成省级农业产业化联合体24家。通过龙头带动，
全市面制品、肉制品、休闲茶饮、调味品等产业发展较为迅速，
涌现了“成汇肉肠”“芭米饼干”等一批新锐加工品牌。2023年,
全市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营业收入达557亿元，同比增长
14.1%。

搭建平台载体。重点打造温县“小麦种子+怀药”国家现代
农业产业园，孟州市韭菜、博爱县“肉牛+蔬菜”、武陟县肉鸭、
修武县蛋鸭4个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了武陟县乔庙镇大
米、修武县郇封镇菊花等5个国家级农业产业强镇，以及武陟
县谢旗营镇鹌鹑、孟州市城伯镇种子等4个省级农业产业
强镇。沁阳市崇义镇小食品加工园、修武县大位村休
闲食品加工园等中小型加工产业园正在积蓄力
量。

做优特色产业。认定国家级、省级、
市级“一村一品”示范村镇分别达9
个、14 个、25 个，主导产业涵盖
高效种养、特色食品加工、休
闲旅游、特色手工、特色
文化等，其中武陟县
马宣寨村为亿级
特色产业村，
博爱县孝敬
镇 为 10 亿
级 特 色 产
业乡镇。培
育了当阳
峪村绞胎
瓷、古贤

村碾馔、坞头村头饰、方庄村玫瑰、玄坦庙村冬桃、五里源村松
花蛋等一批有知名度的“乡字号”“土字号”品牌，形成乡村富民
产业新的“增长极”。

做精休闲农业。重点打造修武县云台冰菊小镇、温县太极
庄怀药小镇、怀山堂“四大怀药”创意园区等三产融合精品点，
五里源松花蛋文创园、龙凤园怀药及灯舞文化产业园、温县小
麦博物馆等科普体验精品点，大咖饮品产业园、蒙牛乳品产业
园等工业旅游精品点，岸上村、周窑村、陈家沟村等乡村康养旅
游精品点。获批4个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3条全国乡村旅游精
品线路、5个中国美丽休闲乡村。2023年，全市休闲农业接待人
次283.55万人次，带动农户19605户。

带动农民增收。按照“政府主导、市场引领、企业运作、多
方参与、共赢发展”的工作思路，持续引导龙头企业与各类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小农户之间逐步形成了“公司+合作社+基
地+农户”“保底收益+二次分红”等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共
同体。打造省级农业产业化联合体24家，居全省第五位，联接
186家上下游企业，与122家农民合作社、53家家庭农场签订
购销合同订单，辐射带动农户 37 万户。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
果，全市脱贫劳动力务工总数为 2.97 万人，完成目标任务的
118.8%。2023 年，我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5299 元，增
长6.8%。

发展品牌农业。培育温县铁棍山药、武陟大米、清化姜、孟
州花生、武陟鹌鹑蛋5个区域公用品牌，叫响了“怀山堂”“斯美
特”“豫竹食品”等14个企业品牌，擦亮了“菡香”大米、“孝敬”
蔬菜等24个农产品品牌。培育出“麦香”“斯美特”“栗子园”“名
仁”4个中国驰名商标，全市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地理标志
产品、名特优新农产品分别达88个、5个、3个、23个。温县被命
名为“中国速食调味料之都”；温县铁棍山药入选国家级农业品
牌精品培育计划，全省唯一。

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农村户厕改造加快推进。坚持“数量服从质量，进度服从实
效”原则，因地制宜，科学选择改厕模式，加快户厕改造进度，推
进农村户用厕所进院入室，共完成无害化卫生厕所改造38.7万
户，全市无害化卫生厕所累计达41.9万户，普及率81.64%。我市
被评为省级农村厕所革命先进市，孟州市获得省级厕所革命先
进市、农村人居环境集中整治成效明显市等称号，改厕治污一
体推进模式在全国推介。

农村污水治理成效明显。以黄河流域干支流沿线、共产主
义渠沿线、南水北调沿线村庄为工作重点，梯次推进农村生活
污水治理。累计完成生活污水治理（管控）980个行政村，治理
（管控）率53.6%，位居全省第一梯队。建立乡镇生活污水治理
设施用电监管系统，将乡镇政府驻地的30座生活污水处理设
施纳入监管范围，乡镇政府驻地生活污水治理设施运行率从原
来的60%提升至目前的90%以上。

城乡垃圾收运体系有序运转。巩固提升垃圾收运处置体
系，统筹县、乡、村三级设施和服务，截至目前，全市所有村庄垃
圾收运体系实现全覆盖，基本消除垃圾围村现象，垃圾实现“扫
干净、转运走、处理好、保持住”。积极探索符合农村特点和农民
习惯、简便易行的分类处理模式，全市1165个村庄开展了“二
次四分法”垃圾分类试点工作，占比67%，有效减少垃圾出村处
理量。

村庄清洁行动常
态长效开展。坚持“集
中攻坚、全域提升、严
防反弹、常态长
效 ”

的总体思路，强化上下协调，实施和美乡村建设“双十双创”活
动，以治理“六乱”、开展“六清”为重心，把控时间节点，因势利
导推进村庄清洁行动，整治空心宅院1890处，实现“一宅变多
园”232处，绿化村庄面积7800余亩，全面提升农村人居环境。

村容村貌整治全面提升。强化规划引领，全市 50 个乡镇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已形成初步成果，1418个村庄已编制实用
性村庄规划，完成率100%。扎实开展农村背街小巷硬化，解决
群众出行难问题，累计完成 1698 个行政村背街小巷硬化，占
比93%。以治理”六乱“、开展“六清”为重点，把控时间节点，因

势利导推进村庄清洁行动，种植苗木 67 万余棵，整治空心宅
院 3.05 万处，实现“一宅变多园”6722 处，常态长效保证村庄
干净整洁，农村人居环境得到全面提升。

持续深化农村改革

明确农村承包地权属。全市基本完成确权登记颁证工作，
确权到户面积244.84万亩，实现全市农村承包地的承包面积、
承包合同、登记簿、经营权证书“四相符”。通过农村承包地确权
登记颁证，进一步明晰了土地承包经营权属，量化了以土地为
代表的农村资源性资产，活化了土地权能，为保持现有土地承
包关系稳定、推动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提供了制度保障。

完成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按照“三统一”工作标准，全
市1826个行政村全部完成清产核资、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和登
记赋码证发放工作，整体实现“两证、四上墙”。截至目前，全市
农村集体资产187.47亿元，其中经营性资产62.23亿元。村集体
经济组织全部实现正常运行，集体收入超 5 万元的村占比
90.35%.

做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后半篇文章。今年年初以
来，我市深入开展了以清理合同、清理资产、清理欠款，整
治财务管理不规范、整治项目管理不规范、整治债务管控
不严格为主要任务的农村集体三资“三清理三整治”行动。
截至 8 月底，全市已清查并整改违规合同 2192 份，整改无
理由使用或占用资产 499 宗，收回欠款 3141.76 万元。与此
同时，整市推进农村产权阳光交易工作，探索建立了“一组
一办一中心”工作格局，统筹推动阳光交易平台建设。截至
目前，市级层面已完成交易平台筹建工作，市级农村产权
交易中心预计 10 月挂牌运营，县级农村产权交易中心预计
11 月挂牌运营。

核 心 提 示

人工采摘菊花。 孟州市莫沟村全村福。

“四大怀药”种植基地。

农业产业化高速发展。

农村人居环境持续改善。

夏粮丰产丰收。

（本版照片均由市农业农村局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