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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村公路是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先导性、 基础性设施， 对于保障群众生产生活的基本条件， 促进社会主
义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基于丘陵地区普遍存在的路网布局不协调， 以及农村公路技术条件、
路域环境较差等问题， 文章以浙江绍兴新昌为例， 统筹考虑小城镇空间结构、 社会经济需求和特色节点等要素， 提出
“成网、 布点、 亮线” 三点策略， 构建规模适当、 结构合理、 协调融合、 美丽富民的 “四好农村路”， 为丘陵地区小城
镇农村公路规划建设提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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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农村公路是农业发展的先导性、 基础性设

施， 对于保障农民生产生活的基本条件具有重
要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就
“四好农村路” 建设作出重要指示， 明确提出要
把农村公路建好、 管好、 护好、 运营好， 为广
大农民实现富裕、 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提
供更好保障。 为此， 各地开展了 “四好农村路”
专项规划， 全域统筹农村公路建设， 从建好、
管好、 护好、 运营好四个方面对农村公路发展
提出了新的目标任务［ １－２］。

丘陵地区地形起伏大、 水文地质变化条件
复杂， 农村公路对地形适应度较高， 在综合交
通网络体系中主要承担广覆盖、 深通达的普惠
服务功能， 对加强城乡联系、 促进资源开发等
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现状丘陵地区农村公路存
在发展水平低、 路网密度不高、 技术等级低、
路域环境差等问题，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
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建设的大背景之下， 丘陵地
区 “四好农村路” 建设显得尤为迫切。

新昌县， 位于浙江省东部， 旅游资源丰富，
山林面积为 １３１� ３ 万亩 （占土地总面积的

７１� ７％）， 素有 “八山半水分半田” 之称， 是一
个典型的以山林、 旱地为主的山区丘陵县（１）。
近年来， 新昌县加大 “四好农村路” 建设， 不
断加快农村道路建设， 大力通畅、 改善农村路
网， 深化推进养护管理体制改革， 强化交通与
产业融合， 推动乡村振兴高速发展［ ３］。
２　 丘陵地区 “四好农村路” 建设现状问题
２� １　 路网空间布局不协调

影响路网布局的影响因素较多， 如自然条
件、 人口分布、 经济社会发展条件等， 对于丘
陵地区， 山丘的分布对路网的布局影响较为显
著。 有些地区山丘较多， 虽然人口分布较集中，
经济发展较好， 但受地形制约部分陡峭路段难
以实施； 有些乡镇虽然地形条件不佳， 但政策
扶持力度较大， 通过加大资金投入、 重点解决
工程难点等， 路网建设得到进一步的完善。

在丘陵地区， 人口分布普遍具有明显的分散
性与差异性。 以新昌为例， 如表 ２－１所示， 新昌
县城镇人口分布呈现出明显的县域非均衡化格

局。 中心城镇人口密度达 ８８０人 ／ ｋｍ２， 呈现出明
显强中心和高首位现象。 其它乡镇中澄潭镇、 梅
渚镇、 双彩乡的人口密度超过 ４００人 ／ ｋｍ２， 而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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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镇、 小将镇、 巧英乡人口密度低于 ２００ 人 ／
ｋｍ２， 且这些地区人口较为稳定， 各镇 （乡） 人

口密度差异较为明显。

表 ２－１　 新昌县 ２０１７年末各行政分区人口、 分布情况一览表

序号 行政区
区域面积

（ｋｍ２）
人口数

（人）
人口密度

（人 ／ ｋｍ２）
路网密度

（ｋｍ ／ １００ｋｍ２）
综合密度（２）

（ｋｍ ／ （万人·ｋｍ＾２） ＾０� ５）
１ 中心城镇 １８９ １６６４００ ８８０ ８８� １２ ２� ９７
２ 沙溪镇 １１８� ３ １４３２７ １２１ ５２� ６７ ４� ７９
３ 儒岙镇 １３７� ５ ３９０００ ２８４ ５０� ７３ ３� ０１
４ 回山镇 ６２� ７ ２２７１０ ３６２ １３０� ６３ ６� ８６
５ 澄潭镇 ４３� ４ ２２１５２ ５１０ ９８� ０１ ４� ３４
６ 小将镇 １４１ ２１０５０ １４９ ３９� ２４ ３� ２１
７ 镜岭镇 １００� ５ ２７９４７ ２７８ ４８� ２４ ２� ８９
８ 梅渚镇 ３５� ４ １８１１７ ５１２ ６９� ２４ ３� ０６
９ 大市聚镇 １１１� ７ ２６５８６ ２３８ ９５� ０４ ６� １６
１０ 双彩乡 ３５� ３ １４９８１ ４２４ １０１� ９８ ４� ９５
１１ 巧英乡 ７２� ３ １３０１０ １８０ ４９� ８５ ３� ７２
１２ 东茗乡 ４８� ２ １３５８６ ２８２ ７８� ９７ ４� ７０
１３ 新林乡 ４１ １４７６５ ３６０ ７３� ３５ ３� ８７
１４ 城南乡 ７６� ３ ２１９１５ ２８７ ８９� ４７ ５� ２８

总计 １２１２� ６ ４３６５４６ ３６０ １００� ２ ５� ２８
　 　 由于地形限制与产业经济实力不同， 丘陵
地区普遍存在公路路网密度、 行政等级、 通行
能力差异较大等问题， 农村公路网络布局和技
术标准与城镇的发展需求匹配度不佳。 以新昌
为例， 如图 ２－１， 县域内城区公路路网面积密度
明显高于乡镇地区， 公路路网分布不均匀， 特
别是小将镇、 镜岭镇、 巧英乡等部分地区农村
公路发展水平滞后于其他地区， 公路路网密度
较低， 道路条件有待改善。

图 ２－１　 新昌县各行政区域农村公路密度及不同车道数占比
综合来看， 一般而言， 地形越平坦、 经济

水平越高则路网密度与人口密度越高， 且越靠
近县城密度越高。 以新昌为例， 如图 ２－２ 所示，
回山镇、 大市聚镇地形较为平坦， 综合密度指

数超过 ６， 而城南乡紧邻中心城区， 综合密度指
数达到 ５� ２８。 路网密度与区域地形、 区域经济
发展水平呈现正相关关系， 东部地形趋缓路网
密集且人口集聚、 经济实力强， 又进一步推动
了基础设施的优化， 造成县域东西两侧在经济、
人口、 路网设施上的差距。

图 ２－２　 新昌县各行政区域综合密度指数
２� ２　 公路等级有待优化

对于丘陵地区， 农村公路普遍存在路窄、
弯多、 坡陡、 技术标准不高、 抗灾能力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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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成本高等问题， 公路等级有待进一步优化。
新昌县农村公路共计约 １２１５� ２ｋｍ， 农村公路行
政等级结构和技术等级结构如表 ２－２ 所示。 从
技术等级结构来说， 其中三级及三级以上公路
仅 ７５� ５ｋｍ， 而 四 级 （ 准 四 级 ） 公 路 为
１０９６� ４ｋｍ， 占农村公路总里程的 ９０� ３％之多，
且还有 ４２� １ｋｍ的等外公路有待提升改造。 从行

政等级结构来说， 县道、 乡道和村道之比约为
０� ８ ∶ ０� ６４ ∶ １， 其中县、 村道平均技术等级分
别为 ３� ６４、 ３� ９８， 明显偏低， 制约公路网整体
水平的发挥； 乡道四级公路或等外公路占比近
１００％， 平均技术等级 ４� １３， 通行条件较差， 无
法较好地承担出入道路功能， 影响村民的日常
出行。

表 ２－２　 新昌县 ２０１７年底农村公路行政等级结构和技术等级结构表 （单位： ｋｍ）
技术等级

行政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准四级） 等外公路 合计 占比

县道 ７� ５１ ６１� １１ １� ５５ ３３１� １０ ４０１� ２７ ３３� ０２％
乡道 ／ ／ ／ ２７４� ９７ ４１� ６９ ３１６� ６６ ２６� ０６％
村道 ／ ３� ２９ ２� ０４ ４９０� ３２ ０� ４６ ４９６� １１ ４０� ８３％
专用公路 ０� ６４ ０� ４８ １� １２ ０� ０９％
合计 ７� ５１ ６４� ４１ ３� ５９ １０９７� ０３ ４２� ６３ １２１５� ２ １００％
２� ３　 路域环境有待改善

对于丘陵地区， 由于路况条件的限制， 路域
环境收到较大的影响， 以新昌为例， 主要存在以
下问题。 一是沿线环境卫生存在生活垃圾乱堆堆
放和垃圾及废旧物品焚烧现象； 二是沿线超标排
放污染物， 乱堆乱放物料和废弃物； 三是沿线违
法违章建筑， 乱搭乱建的建 （构） 筑物， 破损建
筑及残墙断壁； 四是沿线市场， 违章占道经营；
五是沿线广告牌， 违章、 破旧及无序广告牌； 六
是沿线建筑工地和煤场， 施工现场扬尘、 车辆运
输撒漏； 七是 “两路两侧” 沿线绿化景观， 裸露
等现象有待改善。 打造畅通、 安全、 舒适、 和谐
的道路交通环境迫在眉睫。
３　 发展思路与策略

对于丘陵地区 “四好农村路” 规划建设主
要分为以下三点策略。 一是布局成网， 即对农
村公路的路网规模进行规划， 优化等级结构，
基本形成规模适当、 结构合理、 能力充裕、 衔
接顺畅、 融合协调的农村公路网； 二是精细布
点， 即分析小城镇内政治、 经济、 交通等主要
节点， 并划分层次进行改善； 三是亮点提升，
即合理布局重点路段， 改善路域环境创建美丽
公路。

３� １　 成网
农村公路网布局应建立在国土空间布局、

综合立体交通网总体布局的基础上， 重新审视
境内农村公路的功能定位、 规模结构、 路网布
局和技术标准， 对农村公路网络布局进行相应
调整［ ４］。 具体技术路线为： 根据农村公路的行
政等级、 技术标准、 功能定位等差异划分包括
主干线、 不同层级； 提档升级部分重要路段，
与其他高等级公路共同一起构成完整的公路主

骨架， 畅通 “主动脉”； 消除等外路， 打通断头
路， 拓宽瓶颈路， 疏通 “毛细血管”； 丘陵地区
还应重点考虑县与县之间、 乡镇与乡镇之间、
与城乡道路结合处、 高速公路 （国省道） 进出
口、 重要景区、 园区、 库区间道路联系的经济
性与可行性。
３� ２　 布点

节点是农村公路组成要素之一， 也是产生
交通需求的重要源点。 结合政治、 经济、 交通
等发展现状及趋势， 确定合理的节点作为控制
点， 对 “四好农村路” 规划建设至关重要。 然
而丘陵地区一般行政区域存在地理上的一些阻

碍， 且景区分布较为分散， 需将各类节点分层
考虑， 对不同类别、 不同层级的节点采取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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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策措施。 大体可将这些节点按照使用性质
和服务能级， 分为综合服务型节点、 美丽经济
型节点和交通枢纽型节点三类。

综合服务型节点以行政区划为依据， 包括
县政府、 街道办事处和乡镇政府等， 每一个节
点其所管辖的行政区域的人口、 经济等都对其
交通需求有影响， 进而影响连接的农村公路行
政等级。 美丽经济型节点包括旅游业节点和工
业节点， 其中， 旅游业节点指以表现社会经济、
文化历史和自然环境统一的旅游地域单元的旅

游区抽象而成的节点， 包括景区、 特色小镇、
景区村等； 工业节点指以重要产业聚集地抽象
而来的节点， 包括重点产业园区、 专业园区等。
交通枢纽型节点以客货运输的换乘和中转的交

汇处抽象而来的节点， 包括机场、 高铁站、 换
乘站、 客运中心、 物流中心、 运输服务站、 农
村物流网点等。
３� ３　 亮线

贯彻 “因地制宜、 崇尚自然、 安全可靠、
科学合理， 节约集约， 生态环保” 的美丽公路
理念， 通过公路洁化、 绿化、 美化及路域环境

整治提升， 助力美丽乡村建设。 积极探索 “美
丽＋模式”， 使美丽公路不仅具有交通功能， 还
宜兼具其它社会功能， 发挥美丽公路的引领作
用， 促进地方经济社会转型发展， 提升广大民
众的生活品质。 针对丘陵地区的经济、 旅游等
发展现状， 重点构建美丽经济交通走廊， 串联
“全域游”， 发挥交通走廊对当地美丽经济的辐
射带动作用， 推进农村路向功能型、 舒适型方
向发展， 助力社会经济协调发展。 因地制宜，
利用丘陵地区起伏地形， 围绕风景名胜区、 人
文遗迹、 历史村落、 传统街区等自然人文节点，
建设与之相联通、 层次多样并辅之以不同景观
小品、 各具特色的慢行通道， 行成层次分明的
绿道网系统。
４　 新昌县 “四好农村路” 建设规划实践
４� １　 突出内环， 拓展外环， 完善一网络

结合新昌县的社会经济、 土地人口、 基础
设施等实际情况， 根据 “一核、 两轴、 六片”
的县域空间格局［ ５］， 对农村公路的路网规模进
行规划， 构建 “突出内环， 拓展外环， 完善一
网络” 的农村公路体系基本框架［ ６］， 如图 ４－１。

图 ４－１　 新昌县农村公路网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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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２　 新昌县节点布局
　 　 “内环” 为绕城快速环线， 是由 ５２７ 国道
（含连接线： 渡皇山至黄泥桥）、 １０４国道、 东环
线围合形成的环线。 形成环线的农村公路主要
是东环线 （待建）， 起点为大市聚坑西， 往西南
上跨老 １０４线， 终点接 １０４国道南明街道桃树坞
村， 对完善区域公路网络、 缓解县城交通拥堵
状况、 推进新型城市化进程具有重大意义。 该
环线形成快速通道， 缓解城区的交通压力， 分
流过境车辆， 带动城市发展。

“外环” 以连接铁路站场 （嵊新站、 大明市
站）、 高速互通 （澄潭互通、 镜岭互通、 回山互
通、 沙溪互通、 黄泽互通、 待建的金庭互通、
嵊州枢纽）、 １６ 个乡镇 （街道） 为重点。 环线
充分利用高速路网分担客货运交通， 与金甬铁
路嵊新站充分衔接， 同时联通各个乡镇， 为乡
镇之间的沟通提供了便捷， 在交通功能上发挥
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依据新昌县农村公路及各节点布局， 加快
内外环及区域的转换， 布局一批新建项目， 提
升改造一批低等级公路， 促进内外环及跨县市
间的转换， 形成互联互通， 快速便捷的公路网。

规划通过新蟠线 （后溪至澄潭镇）、 澄儒

线、 新大线、 黄西线、 王金线、 镜严线 ６ 条连
线 （主要为县道） 提升改造， 连接内外环线，
促进内、 外环的转换， 完善一张道路网络。 新
蟠线包括后溪至澄潭镇和澄潭镇至东阳市界段，
其中澄潭镇至东阳市界段是连接东阳市的主要

出入口， 促进镜岭生态旅游片区发展； 澄儒线
起于澄潭镇， 终至儒岙镇， 能有效带动儒岙生
态工业片区与天姥山景区发展； 新大线为新昌
至大竹园公路， 是连接天台的主要出入口， 能
有效带动瓦窑坪观光农业发展； 黄西线为西山
至黄泽公路， 是连接嵊州市的主要出入口， 带
动嵊新协同发展； 王金线是王家年至金园公路，
连接沙溪镇、 小将镇。 该线路为沙溪镇和小将
镇的连接提供了便捷的通道； 镜严线起于镜岭
镇新蟠线， 终至严家山， 与江拔线相交， 是连
通穿岩十九峰景区和沃洲湖景区的一条以旅游

为主的区域干线道路。
规划通过新大线、 石界线、 新蟠线 （澄潭

镇至东阳市界段） ３条对外连线 （主要为县道）
提升改造， 形成对外通道， 由外环快速通往东
阳县、 磐安县、 宁海县等周边县市， 加强区域
间合作。 新大线为新昌至大竹园公路， 是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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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台的主要出入口， 能有效带动瓦窑坪观光农
业发展； 石界线为原县道巧界线石棋盘至奉化
市界段， 是连接奉化市的主要出入口； 新蟠线
（澄潭镇至东阳市界段） 是连接东阳市的主要出
入口， 促进镜岭生态旅游片区发展。
４� ２　 服务多节点

将新昌县域内农村公路网节点分为三种类

型、 三个层次， 共计 ９９ 个节点， 不同类别节点
的数量见表 ４－１ 所示。 通过内外环的建设、 连
线的打造以及路网的补充， 根据节点的等级形
成相对应的连接通道。

表 ４－１　 新昌县不同级别节点数目
级别 总数 类别 数量

一级节点 １５
综合服务型节点 ３
美丽经济型节点 ６
交通枢纽型节点 ６

二级节点 ３０
综合服务型节点 ７
美丽经济型节点 １７
交通枢纽型节点 ６

三级节点 ５４
综合服务型节点 ６
美丽经济型节点 ３４
交通枢纽型节点 １４

一级节点共计 １５ 个节点， 包括 ３ 个综合服
务型节点： 七星街道、 南明街道、 羽林街道； ６
个美丽经济型节点： 新昌大佛寺、 丝绸世界旅
游区、 十九峰景区、 新昌工业园、 新昌高新技
术产业园、 跨国并购回归园； ６ 个交通枢纽型节
点： 万丰通用机场、 嵊州新昌站、 大明市客货
运站 （铁路）、 客运中心、 客运东站、 客运西
站。

一级节点主要分布于中心城区、 中心城区
周边及十九峰景区， 对公路的行政等级、 技术
等级、 线网密度等要求高， 这些节点范围内的
公路应以国省道为主， 县乡道为辅， 村道为补
充， 形成快速通道， 满足快速出行需求。

目前十九峰景区通景公路有待完善， 大明
市客货运站、 万丰通用机场与中心城区间的通
行能力亟需改善。 这些节点主要环绕于内环附
近， 通过内环形成快速通道， 同时以嵊新高铁

站为核心， 向通用机场、 大明市客货站 （园
区）、 大佛寺景区 （城区）、 十九峰景区 （园
区） 等辐射， 打造 ４条快速通道。

嵊州新昌站至大佛寺景区： 嵊州新昌站－泰
坦大道－新中路－大佛寺景区－城区。

嵊州新昌站至十九峰景区： 嵊州新昌站－泰
坦大道－南岩隧道－高新园区－新镜线－十九峰景
区。

嵊州新昌站至大明市客货站： 嵊州新昌站－
５２７国道－新城大道－新昌工业园－大明市客货
站。

嵊州新昌站至通用机场： 嵊州新昌站－５２７
国道－大市聚通用机场。

二级节点共计 ３０ 个节点， 包括 ７ 个综合服
务型节点： 儒岙镇 （中心镇）、 大市聚镇 （中心
镇）、 澄潭镇 （中心镇）、 回山镇 （特色镇）、
小将镇 （特色镇）、 沙溪镇 （特色镇）、 镜岭镇
（特色镇）； １７个美丽经济型节点： 新昌县七盘
仙谷风景区、 新昌中国茶市景区、 新昌天烛仙
境景区、 新昌沃洲湖景区、 智能装备小镇、 文
化创意小镇、 丝茶小镇、 万丰航空小镇、 药谷
养生小镇、 智能制造装备产业园、 通用航空装
备产业园、 汽车装备制造产业园、 节能环保产
业园、 生命健康产业园、 现代物流产业园、 电
子商务产业园、 文化创意产业园。 ６ 个交通枢纽
型节点： 新昌互通、 常台 （上三） 高速新昌南
互通、 新昌县陆海国际物流中心、 澄潭镇运输
服务站 （规划新西站）、 大市聚镇运输服务站、
儒岙镇运输服务站。

二级节点主要分布在儒岙镇、 大市聚镇、
澄潭镇三个中心镇， 以及规划 Ｇ５２７ 国道沿线，
节点数目较多， 对公路的行政等级、 技术等级、
线网密度等要求较高。 通过内环线以及新蟠线、
澄儒线、 新大线等连线的打造， 以国省县道为
主， 以乡村道为辅， 满足节点间货物运输和居
民生活出行需求。

内环线连接智能装备小镇、 文化创意小镇、
汽车装备制造区、 药谷养生小镇、 生命健康产
业园等重要节点， 带动环线周边产业旅游业发
展。 新蟠线、 南岩隧道贯通梅渚镇、 澄潭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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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通高新园区南岩和梅渚区块， 推动新昌城乡
一体化发展。 规划 ５２７ 国道、 王金线连接大市
聚镇、 小将镇以及万丰航空小镇， 打通中心城
区与重要乡镇间的快速联系， 带动产业经济发
展。

三级节点共计 ５４ 个节点， 包括 ６ 个综合服
务型节点： 梅渚镇、 巧英乡、 双彩乡、 东茗乡、
新林乡、 城南乡； ３４ 个经济产业型节点： ２１ 个
ＡＡＡ级景区村及争创村； １４ 个交通枢纽型节
点。

三级节点数目较多， 区域内公路应以县乡
道为主， 国省道为辅， 村道为补充， 通过内外
环以及连线的打造， 与金甬铁路嵊新站充分衔
接， 与中心城区充分联系， 同时联通各个乡镇，
为乡镇与中心城区之间以及乡镇之间的沟通提

供了便捷， 在交通功能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
用。 这些节点与路网的构建将方便区域内居民
日常出行， 以及节假日期间游客快速出入景区
村及历史文化名村。
４� ３　 构建美丽路
４� ３� １　 绿道网

根据新昌的现状资源条件、 城乡空间结构
及生态本底情况， 形成 “一心一环三脉” 的绿
道网结构［ ７］。 “一心” ———联系中心城区各个功
能片区中心为主的都市中心绿道核心； “一
环” ———联系新昌境内最具特色的资源集中区
域的新昌之最绿道环； “三脉” ———以新昌境内

图 ４－３　 新昌县绿道网规划布局图

三条主要的水系及其流域为主要载体形成的三

组绿道脉络， 分别为以澄潭江流域为主的丹峰
幽涧影视科考脉， 以新昌江流域为主的宗教唐
诗天姥寻梦脉， 以黄泽江流域为主的竹海茶香
生态探险脉。

根据上述绿道网规划结构， 将绿道分为三
级， 即省级绿道 （ １ 条）、 县级绿道干线 （ ７
条）、 县级绿道支线 （１７ 条）， 总长 ５５８� ９７ｋｍ，
绿道密度 ０� ４６ｋｍ ／ ｋｍ２。

表 ４－３－１　 新昌县主要绿道网建设一览表
绿道编号 主题特色 路段长度 （ｋｍ）
省级绿道

５号线
乐享天姥云霞明灭、 探寻道
佛诗仙之路

８４� １７

绿道主线

１号线
科考亿万年硅化木， 静赏镜
岭丹峰幽涧

３３� ７８

绿道主线

２号线
乐活十里潜溪风光， 体验城
南骑兵之旅

５４� ６６

绿道主线

３号线
勇登菩提峰顶品茗， 探险罗
坑森林度假

３０� ７３

绿道主线

４号线
随黄泽至世外桃源， 游巧英
探竹海水韵

７８� ３３

绿道主线

５号线
登塔山揽石城风光， 沿绿道
享品质生活

１８� ４８

绿道主线

６号线
游石城拜千年大佛， 享悠闲
觅近郊山野

３７� ７８

绿道主线

７号线
踏原乡溪林觅仙踪， 访古村
市镇乐农家

４２� ６５

４� ３� ２　 美丽经济交通走廊
以 “一年成点、 两年成线、 三年成网” 为目

标， 以 “生态保护”、 “最小干扰” 为道路改造
原则， 以树立 “可持续发展”、 “绿色交通”、
“美丽公路” 的改造理念， 将 “路融于绿、 人行
于景”， 从而打造 ４条 “一路一主题、 一路一特
色” 的示范线［ ８］。

通过对新昌县县区域范围内的主要国省道、
农村公路 （县道） 调查， 以及分析各公路在新
昌县公路网中的作用， 并结合新昌县公路交通
运输局对 “美丽经济交通走廊” 创建工作的总
体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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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３－２　 新昌县非示范路创建总体布局图
５　 结语

丘陵地区地形和城镇要素分布的异质性为

“四好农村路” 的规划建设带来了独具特点的作
业底板。 本文以典型的丘陵县———新昌县为研
究案例， 在系统分析丘陵地区小城镇农村公路
发展现实问题的基础上， 统筹谋划， 突出重点，
分类实施， 促使农村公路的规模由 “线” 成
“网”， 路的质量由 “通” 向 “畅”， 着重打造
农村公路重要节点高水准绿道和美丽经济交通

走廊体系， 为同类地区加快 “四好农村路” 规
划建设， 以交通的改善、 区位的提升， 给农村
带去足够的人气、 财气， 铺就乡村振兴的便民
路、 富民路、 惠民路， 做好乡村振兴战略先行
提供了有益思路。
注释

（１） 新昌新闻网 � 新昌概况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１－６－１４） ［２０２０
－０４－ ６］ ｈｔｔｐ： ／ ／ ｘｃｎｅｗｓ� ｚｊｏｌ� ｃｏｍ� ｃｎ ／ ｘｃｎｅｗｓ ／ ｓｙｓｔｅｍ ／ ２０１１ ／
０６ ／ １４ ／ ０１３８６４６６０� ｓｈｔｍｌ

（２） 综合密度＝里程 ／ √ （面积×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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