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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 角 岭 之 路
文 图 融媒体中心记者 李晓伟 宋乐义 通讯员 王伟歌

“山顶在云间，人从沟底穿，说话听得

见，走路得一天。”当地群众的顺口溜，是

地处偏远深山的牛角岭村的真实写照。修

一条出山的路，成了这里几代人的夙愿。

牛角岭村是省定深度贫困村，位于我

市蟒川镇东南部，东邻宝丰，南邻鲁山。距

宝丰交界 0.9公里，距鲁山交界 3公里，距

蟒川镇政府 8公里，距市区 23公里，村域

面积 7.132平方公里，属浅山丘陵地带。全

村共有村民 488户 1992人，其中建档立卡

贫困户 238户 1001人。全村共有 10个自

然村，下设 8个村民组，耕地面积 2145亩，

人均 1.08亩，梯形坡耕地，基本靠天收。

曾几何时，由于交通闭塞，信息不发

达，村民们世世代代的交通就是靠人背马

驮，大量山货运不出去，只能腐烂在地里、

树上。

修路之前，这里的 10个村民组之间根

本没有水泥路连通，亲戚之间想要走动，

相互往来，唯有爬高上低，跋山涉水。夏天

水泥路，冬天溜冰场，逢上夏秋雨季、山高

路滑，村民无法外出务工，孩子们上学需

要翻山越岭，一些老年人也因此一生都没

有走出大山。

一年冬天，一个小女孩上学时从山路

通过，不慎滑下深沟。当闻讯赶来的小女

孩的母亲在村民的帮助下将其救出时，浑

身泥泞的母女二人抱头痛哭。

又一年，一位村民突发急性阑尾炎，

急需到医院救治。当救护车来到村口时，

无论如何都无法从山里通行，无奈之下，

村民们肩扛人抬，才将病人送到医院。

还有一年，村里一位小伙子说了一个

对象，当女方冲破种种艰难险阻来到村

里，一看到这种情形，扭头就走，从此再无

音讯。

……

“山大、沟深、边远、贫穷”曾是这里的

代名词；泥巴路、烂瓦房、吃水难、耕地少、

无产业，曾是这里的真实写照。

大山阻隔，村民贫困；道路难行，生活

不便，出路难，成了村民心中永远的痛。修

路，成了村民们的迫切愿望。

“一路通，百业兴。”行路难，成为制约

村民致富的“瓶颈”问题。

要想富，先修路。

近年来，我市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坚持农业农村优

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

富裕的总要求，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并按照

“四好”公路标准，突出新建、改建农村公路项目规划，大力改

善农村交通环境。

为改善贫困村基础设施，提升民生保障水平，充分发挥

交通运输扶贫对脱贫攻坚的基本支撑作用，提高交通运输扶

贫脱贫精准性和有效性，市交通运输局义无反顾地承担了牛

角岭村道路提升项目的建设任务。为了打通断头路，修通连

接路，他们不畏艰险，不辞辛劳，不懈努力。

据前期实地考察，陈家到罗圈（乡道桑木线其中一段）为

水泥混凝土路面，路况较好，完全能满足当地群众生产生活需

要。牛角岭到陈家全长 4700米（乡道桑木线其中一段），全程

穿梭于蟒川镇南部山区腹地，有些道路在施工前尚未硬化，道

路崎岖，路基宽度不足，坡度大，临崖路段多，弯道多而险急；

还有些道路早期虽然经过硬化，但之前建设等级低，年久失

修，已破败不堪。特别是农村公路项目，受投资资金限制，设计

等级不高，过村路段多，协调难度大，并且路基需要项目所在

乡镇配合协调过村路段，这些都给道路施工增加了难度。

牛角岭小学到陈家，是牛角岭村出行的唯一通道。原路

基较窄，东邻高崖、西邻深沟，窄、弯、陡、险，群众出行存在较

大安全隐患，极大制约了群众生产、生活及农副产品的外销。

2017年宝丰县观音堂村修建一条通村公路终点距牛角岭村

部仅 900米、距学校 1350米，牛角岭村群众对修建道路的呼

声高、紧迫感强。

今年 4月份，市交通运输局农村公路管理所利用财政专

项扶贫资金 99万元，为该村修建了通村公路 1350米、生命

安全防护 670米。项目建设中采取市、乡、村三级公示，让老

百姓了解项目基本情况、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建设单位；同

时采取新闻媒体及网络监督、聘请社会监督员，由项目所在

地村两委会派老党员、老干部对项目施工现场进行监督，发

现问题及时沟通整改。项目施工管理组不定时、随机对项目

建设情况进行现场抽查核实，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上报，项目

完工后设立公示牌永久性公示。

在项目规划、设计、施工及交工验收工作中，市交通运输

局管理人员一线指导、协调，有力加快了项目快速推进。河南

昶皓工程设计有限公司及市农村所通村办、工程科对该路段

纵坡、高程、弯道、生命安全防护进行缜密测量后编制施工

图。

项目开工前，市交通运输局已成立施工管理组，迅速向

工地派驻施工管理人员，常驻工地，对施工质量进行严格检

查，做到事前控制，发现质量问题绝不放松。积极协调地方关

系，解决突出问题，同时要求施工单位列出施工倒排计划表，

卡紧时间节点，对图施工，挂牌作业。

一边是深不见底的山沟，一边是数十米高的悬崖，上下

落差达百余米。修这条路，作业时，时而要在河道向上攀爬，

时而要在悬崖峭壁爆破，就是在这样艰难危险的施工条件

下，修路工人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硬是一点点啃下一块块

“硬骨头”，让道路在一点点向前延伸，让希望在一点点向前

延伸。

项目建设中，施工管理组的准则是：宁做“恶人”、不做

“罪人”。

严把材料准入关、施工规范关、工程试验关；经常利用下

班时间突击检查施工现场，查看材料配比是否合格、施工是

否规范、工程技术人员及驻地监理是否到位。施工时正值盛

夏酷暑季节，施工管理组克服重重困难、冒着酷暑奋斗在施

工一线，在保证质量前提下，督促施工企业加快进度。由于项

目全线位于山区，道路崎岖，坡度大，弯道多而险急，施工管

理人员要求施工企业要严格安全生产制度，成立安全领导小

组，对临崖、急弯路段设置安全警示牌和警示灯，发现隐患立

即整改，保证无安全事故的发生。

与施工同步进行的还有“党的八项规定”“扶贫领域以

案促改”等反腐倡廉教育，坚持用“刮骨疗伤”的韧劲，有腐

必反、有贪必肃、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决遏制腐败蔓

延的势头，大力整治提升项目建设中的“吃、拿、卡、要”“雁

过拔毛”等违法、违纪行为，时刻倡导正确处理公与私、廉

与腐、俭与奢、苦与乐的关系，使每一位参建人员做到“清

正廉洁”，确保扶贫领域一片清风，为脱贫攻坚提供有力保

障。

施工过程中，受“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以及封土行动的

影响，我市以及周边各县市出现原材料断供的情况，项目曾

一度陷入停滞；原材料供不应求，价格疯涨，远远超出招投标

的价格，造成施工企业资金出现问题。

针对以上情况施工管理人员一边督促施工企业通过自

身努力联系货源克服困难，一边积极多方协调，上报所领导，

寻求上级支持。同时积极探索“公路 +乡村旅游”“公路 +特

色产业”等发展模式，坚持把贫困村道路提升作为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基础性工作和民生实事，为乡

村振兴提供了新动能。

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交通建设者们发扬不怕

困难、不怕牺牲、乐于付出、无私奉献的精神，坚持解放思想、

开拓进取、团结拼搏、攻坚克难、敢于担当的发展原则，全力

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让牛角岭村的道路交通实现了从

“无”到“有”，从“量”到“质”的飞跃。

公路通，百业兴。

公路修通前，牛角岭村到市区需要至少两个

小时的车程，项目建成后，牛角岭到市区仅仅需

要 50分钟，整整缩短了一个多小时。

牛角岭村支部书记冯中立说：“1350 米道路

的贯通，是牛角岭村最大的喜事、最迫切的实事、

是盼望许久的甘露。”宽阔、靓丽、焕然一新的沥

青混凝土路直通村部、村卫生室、学校及超市，极

大地提高了牛角岭村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及农副

产品外销。

为让牛角岭村早日脱贫致富，市委书记陈天

富夜宿牛角岭，与当地百姓点灯夜话，促膝长谈，

出主意、想办法，实地调研指导脱贫攻坚工作。为

让荒山野岭披上绿装，他带领市国土局、交通局、

林业局、规划局、旅游局、扶贫办等相关单位负责

人来到牛角岭村，与干部群众一起，扶正树苗、挥

锹填土、踩实松土、提桶浇水，将一棵棵充满生机

的树苗植入村庄游园、门前屋后空地，每一个环

节都认真细致、一丝不苟。经过一番辛勤忙碌，

500余株琵琶、大枣、石榴等观赏兼食用型苗木整

齐排列、昂然挺立，在夏阳的照耀下展现出勃勃

生机，为贫困山村增添了新的绿意。

为了早日脱贫致富，当地群众把火车“开”进

了牛角岭村，建成了迎接游客、脱贫致富的火车

旅馆。火车旅馆由一节软卧车厢、一节餐车车厢

组成。为满足火车旅馆对外营业的要求，市力霸

车辆厂对两节车厢进行了设计改造，运送到牛角

岭村后，又进行了清理，防腐处理，在软卧车厢设

置了 50个床位，还在周边建造了 7个特色民俗

小木屋，可为 100名客人提供餐饮服务。

为反映全市干群夜以继日、同心同德奋力拼

搏的精神面貌，由河南省流行音乐协会、汝州市

文联共同打造的反映我市在脱贫攻坚伟大战役

中取得的伟大成就的“汝州神曲”———《喊生灵》

横空出世，并在牛角岭村启动了音乐电影的拍摄

仪式。著名流行音乐词曲作家席文太被我市的厚

重文化和秀美风光所吸引，他悉心考证宋朝至今

百姓如何呼唤猫狗鸡鸭，并向国内文史专家求

教，无数次莅临我市采风，寻找创作灵感。采风

中，他被驻村干部在脱贫攻坚中的精神风貌所感

染，创作出了以《大起板》为主旋律的流行歌曲

《喊生灵》。

为让闲散妇女找到活干、挣到工资，蟒川镇

党委政府与市国土局驻村工作队一道，结合山村

实际情况，筹措资金修建道路、蓄水池等基础设

施，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大力发展核桃、中草

药种植，引进纯净水厂、肉羊养殖场等项目，拓宽

群众来源。针对农村家庭妇女闲散劳动力较多这

一特点，又通过市劳动局开办了家政扶贫培训

班，免费提供技术培训。培训结束后，市家家靓家

政服务公司还把半成品加工件送货上门，并上门

回收，让每个闲散妇女在短短一个星期时间就拿

到了 2000多元的加工费。

平整的路面、蓝底白字的交通标识牌、拐弯

处的玻璃镜、路边的护栏……无不显示着牛角岭

村交通质量的改观。路网不畅、道路狭窄坑洼、村

民出行不便的状况，在这里已经成为过去。

如今，这里的纯净水厂建起来了，火车旅馆

开起来了，家政扶贫培训班办起来了，种植专业

合作社成立起来了，以反映驻村干部在脱贫攻坚

中的精神风貌为主旋律的流行歌曲《喊生灵》唱

起来了……

牛角岭村，这个昔日干旱贫瘠的小山村，如

今沸腾起来了。

山村还是那山村，勤劳的人们依旧日升而

出、日落而归。只是人们的脸上多了一份灿烂的

笑容，只是村里的风光增添了与城市一样的绚

丽。

盛夏，蟒川镇牛角岭村葱葱郁郁，色彩斑斓。即将成熟的山核桃、柿子挂满枝头，一座座山头披上了彩妆，蜿蜒的山路如

一条条彩带，缠绕在山腰间。

路通了，群众的心气也顺了，牛角岭村的沟沟壑壑沸腾起来了。

看着这里的山山岭岭、看着这里满地的致富产业，我们也看到了这里烂漫的山花争相绽放，水果簇拥挂满枝头，旅游产

业发达兴旺，群众个个喜笑颜开。

牛角岭，正迈步走在康庄大道上……

行路之难

任务之巨

监督之严

康庄之路

整修一新的通村道路

党旗伫立在牛角岭村口新修的水窖旁

工人正在施工

火车旅馆

鸟瞰牛角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