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百业兴旺，交通先行。

202 1 年，我市交通运输事业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
出发点，以项目建设和行业治理为重点，持续推进

群众急需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强化平安交

通建设，依法规范行业治理体系，严格落实行业疫

情防控措施，实现了我市交通运输事业的持续健

康发展。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推进

干线公路建设力度加大。我市积极做好呼南

高铁、三洋铁路、永灵高速、焦唐高速等项目前期

推进工作。汝洛、汝郏、汝宝快速通道项目按照全

市“十四五”综合交通发展规划要求有序推进。

G 34 4骑庄至汝洛界段右半幅水泥稳定基层已铺设
完毕，G 207乌海线登汝交界至养田村、S24 1 洛驻线
庙下西至南环路段修复养护工程正在落实前期工

作，S24 1（G 207至县道戎观线段）改建工程（原南二
环）项目已竣工通车。农村公路形象整体提升。持

续推进“四好农村路”省级示范市创建工作，截至

目前，已完成“通村入组”工程85个自然村建设任
务，村道危桥改造工程吕家桥、任庄2桥、尹庄桥、

牛沟桥等桥梁下部结构已全部完工。开展“美丽农

村路”创建活动。推进县道靳马线、温李线道路提

档升级，完成靳马线主线38.7 22公里和支线梁家寨
1 . 1 6公里、汝禹交界2 .882公里建设任务，县道温李
线2 5.86公里已完成项目规划设计。农村公路养护
大中修工程项目县道坡车线、山汝线9.84公里已完
工，县道大季线、前石线路面完成挖补5600平方
米，南部山区牛角岭、寺上、陈家农村旅游道路新

建9.8公里，连通了鲁山阿婆寨景区和寄料九峰山
景区。

交通灾后重建工作成效显著

202 1 年7·20水灾后，交通排险、保通、重建工
作成效显著。7·20水灾致使我市交通干线公路受
损路段达4 0余公里，水毁2 4 3处，损失7 5 1 2万元，农
村公路受损280公里1 09处，桥梁308延米，损失
3 . 89亿元。在汛期中，交通运输系统全员冲上一
线，开展排险保通抢修工作，先后共出动抢险人

员7 680余人次、抢险设备531 6台班，抢修干线公路
1 66处，抢修农村公路1 00余处。2 02 1 年7月24日24
时7·20全市阻断公路全部抢修通车，初步解决了
灾区群众出行难问题。先后争取省厅资金827 6万
元，争取农发行资金1 4 4 0万元，按照市委市政府确
定的“先通后畅”原则，加班加点开展G 2 07乌海
线、G 34 4东灵线、S2 37沁新线、S32 0永汝线、S24 1
洛驻线等国道省道，和农村公路第一批8个水毁

修复项目抢通重建工作。目前，全市干线公路处

理完成1 66处，其他正在施工，为全市经济建设提
供交通方面的有力支撑。

交通民生惠及更多人群

客运服务水平逐步提高。我市持续巩固“万村

通客车提质工程”创建成果，认真落实交通运输

“十四五”规划，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城乡客运、城

乡公交候车亭、停车点，统筹做好客车、出租、公交

衔接，率先启用定制客运服务模式。先后开通了汝

州至郑州、新郑机场班线，汝州至周口接驳上海的

长途班线，汝州至合肥、汝州至蚌埠2条跨省客运
班线。全市具备条件的乡镇和建制村通客车率达

到 1 00%，中心城区公交站点500米覆盖率达到
1 00%，具备条件的乡镇快递服务网点覆盖率达到
1 00%。推进城乡客运服务一体化建设，完成省“公
交优先”示范城市和“绿色交通试点市”创建阶段

性任务，优化了2 3条农村客运班线和1 4条公交线
路，对城区1 0条主要道路的25个公交站牌实施更
名。新增市区公交站点80个，完成火车站北侧新能
源公交车枢纽充电站建设，先后开通市区至王湾、

九峰山两条旅游专线，城乡公交线路达到24条，运
营公交车辆2 90台，公交运营里程达到398.3公里，

已覆盖1 2个乡镇街道，方便群众出行。巩固行业脱
贫攻坚效果。为加大脱贫村因灾受损道路建设，在

农偏远村设置30个客运停靠点，解决群众乘车难

问题。探索推进客货邮融合发展，开通了焦村、米

庙、纸坊三条“客货邮”融合试点线路，巩固脱贫成

果，助推乡村振兴。

交通服务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为保障交通服务能力，我市持续优化营商环

境，进一步加强驾培、维修、出租车等行业管理。推

广应用巡游出租汽车信息平台建设，推动“两检合

并”“综检联网”改革，进一步提高客运发展质量。

探索推行“互联网+货运物流”新业态。借助中原大
易科技有限公司创建的“货运信息共享、交换联动

无车承运人”平台，提升线上线下一体化服务能

力。202 1年前三季度，我市客货运周转量累计综合
增速4 7 .00%，与滑县、邓州并列直管县第一名。加

大路域环境治理力度。配合“国检”和创文、创卫、

全域旅游等中心工作，对全市国省干线开展了路

面保洁、边沟疏通、路肩整修、杂草清除、绿化修

剪、围挡冲洗、垃圾清理等综合整治，对农村公路

县道破损路面进行挖补及修复并交工验收。积极

推进淘汰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营运柴油货车工

作。完成注销营运证661辆，注销机动车登记证7 4 6
辆，全面完成了年度工作任务，两次受到省交通厅

通报表彰。

交通行业管理更加规范

202 1 年，我市率先实现执法力量下沉至乡镇
基层。设立大峪镇等七个交通运输乡镇综合执法

站，在全省率先实现了执法力量下沉至乡镇基层，

建立了长效机制，发挥了快速反应、服务乡镇、提

高综合执法效率的作用。持续加大超限治理力度。

深入开展“春雷”“秋风”和“清剿百吨王”百日攻坚

专项行动。开展异地联合执法，加强了路面治理和

源头管控，对涉嫌非法运营车辆，实施“一超四

罚”，下重手、出重拳集中进行整治，有效打击了违

法违规行为。202 1 年，累计开展联合治超28次，站

点检测车辆289684台次，查扣违法超限运输车辆
1 33台（百吨王6台），卸货332 2 .05吨，扣分51 9分，过
站车辆检测率已达98%以上，超限率控制在4 %以
下。同时，还扎实开展客运市场专项整治活动。深

入整治道路运输领域乱象，共受理1 2328及乘客投
诉案件97起，查处“两客一危”违法违规车辆91 台，

发挥了震慑作用。

2 0 2 2年将持续推进九项重点工作

2022年，我市交通运输事业将围绕全市工作
中心，统筹安全和发展，加大交通基础设施投资，

持续推进九项重点工作，努力为“十四五”交通运

输事业发展开好局、起好步奠定坚实基础。

全力配合高铁高速公路项目建设。把高铁、高

速公路建设作为明年和“十四五”时期头等重要任

务，全力配合做好洛平漯周高铁、呼南高铁、三洋

铁路汝州段前期对接工作，全力配合做好焦唐高

速、永灵高速、宁洛高速改扩建项目建设。

持续推进重点工程项目建设。干线公路：争取

资金支持，协调施工企业，推进G 34 4骑庄至汝洛界

改建工程，年内右半幅完工通车；G 34 4汪庄至闫庄
段改建工程，尽快全面复工建设，并完成相应节点

任务。开工建设G 2 07北环路至汝登交界段改建工
程，推进G 207陵头至万源路口段预防性养护工程，
S2 4 1 洛驻线庙下西至南环路段修复养护工程。城

市道路项目：S2 4 1（G 207至县道戎观线段）改建工

程（原南二环）完成附属设施建设，推进东二环、西

二环建设。农村公路项目：推进县道升级省道道路

提升改建工程，实施县道大北线道路提升改建工

程4 4 .5公里，完成水洪沟桥、辛庄桥、龙门洞桥共计

60延米危桥改造任务，实施灾后恢复重建项目县
道24公里、乡道24公里、桥梁1 92延米，完成小屯镇
杨寨至S24 1 段养护大修工程5.4 6公里，中修挖补
9600平方米。场站项目：协调推进市客运站项目复
工建设。水运项目：启动建设九峰山水库码头和马

庙水库码头项目建设。

有效提升公路建管养水平。普通干线公路推

进养护管理示范路创建，提高公路管养机械化水

平，探索公路服务设施市场化运营模式。农村公路

全面推行县乡村三级“路长制”考评，完善农村公

路绩效管理考核机制，健全“四好农村路”高质量

发展体系，大力推进“美丽农村路”建设，切实提高

路域环境质量，全面提升全市公路建设、管理、养

护品质。

大力推动交通运输服务提质增效。巩固“万村

通客车提质工程”省级示范市创建成果，推动全域

公交一体化。巩固“省公交优先示范市”创建成果，

建设城乡全域公交客运网络。深化客货邮融合发

展，进一步形成城乡客运、货运物流、邮政快递一

体化融合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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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期间，我市将通过深化职业教育改

革、推进技能社会建设，全市职业教育结构规模更

加合理，职业院校布局和专业结构与产业发展需

求更加契合，现代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基本形成，

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的数量显著增加、

结构更加合理、质量明显提高，更加开放灵活的终

身教育体系逐步健全，技术技能人才的重要贡献

和重大作用日益凸显，尊重技能、崇尚技能、学习

技能的社会氛围基本形成。近日，市政府对外发布

《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改革 推进技能社会建设的

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我市“十四五”期

间职业教育工作“精心设计”。

《意见》指出，“十四五”期间，我市将牢固树立

新发展理念，把发展职业教育摆在更加突出的位

置，树立崇尚技能的价值导向，优化技能社会建设

环境，提升技术技能人才供给水平。

《意见》从突出德技并修，树立崇尚技能的价

值导向；凸显类型特征，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深化产教融合，大力推进校企“双元”育人；深化

“三教”改革，提升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拓展成

才路径，推进技能学习终身化；提升服务能力，推

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加强组织领导等七个方

面，对深化职业教育改革细化部署。

突出德技并修，树立崇尚技能的价值导向。

强化德技并修的育人导向，加强职业院校思政

课程与课程思政建设，培养20名以上市级课程
思政优秀教师，打造5门以上市级课程思政示范
课程，重点建设2个左右市级思政和德育工作教
育基地，着力加强青年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爱国

主义教育，加强体育、美育、心理健康和法治教

育，着力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工匠精神，构建

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格局。推进技能社会

的文化建设，举办技能大赛、素质能力大赛、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大赛、创新创业大赛等活动，规

范选用国家统一编写的中等职业学校思政、语

文、历史课程教材和高等职业学校思政理论课

教材，建设 1 个以上在全省具有较大影响力的职
业教育红色文化研学旅行示范基地。鼓励推动

中等职业学校与中小学校联合开展劳动和职业

启蒙教育；职业院校以实习实训课为主要载体

开展劳动教育，其中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工匠

精神专题教育不少于 1 6个学时。全面推进职业
体验教育，建设 1 个向社会开放的市级职业启蒙
和职业体验基地。

凸显类型特征，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强

化市级统筹，持续优化全市职业教育布局，支持

职业教育园区建设。实施中等职业学校标准化

建设工程，推动全市公办中等职业学校的基本

办学条件在“十四五”末期达到国家标准，探索

举办以艺术、体育等为核心培养内容的特色职

业学校。支持汝州职业技术学院、汝州技师学院

重点办好服务地方发展的特色优势专业（群），

逐步建设成为集就业教育、升学教育、培训教

育、创新中心于一体的区域技术技能积累的重

要资源集聚地，3年内高等职业教育在校生规模
达到6000人以上。

深化产教融合，大力推进校企“双元”育人。规

划建设区域性实训基地，每个产业集聚区、产业园

区至少建设一个高水平专业化产教融合实训基

地、虚拟仿真实训基地。建设2- 5个服务汝州的多
功能公共实训基地。发挥企业重要办学主体作用，

支持社会力量以股份制、混合所有制等形式举办

或参与举办职业院校和培训机构。鼓励有条件的

国企率先成为产教融合型企业。

深化“三教”改革，提升技术技能人才培养

质量。支持建设一批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培

养培训基地、教师企业实践基地、“双师型”名师

工作室、教师技艺技能传承创新平台、职业教育

教师教学创新团队。积极落实我省新出台的职

业院校教师职称评审体系，具有职业教育特点

的教师职称评审标准。落实职业院校教师绩效

工资总量核增与分配政策。建设3种以上校企合
作开发的地方特色教材。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改

进教学方式方法，推进虚拟工厂等网络学习空

间建设和普遍应用。

拓展成才路径，推进技能学习终身化。鼓励技

工院校和其他职业院校积极参与全民技能振兴工

程、职业技能提升行动、高素质农民培育计划、残

疾人就业培训工程等，重点加强面向离校未就业

高等学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农民工、高素质农民、

残疾人、去产能分流职工、企业职工等群体的职业

技能培训，年培训人次不低于在校生数的2倍。鼓
励职业院校学生在取得学历证书的同时，积极考

取多类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拓宽就业创业渠道。支

持本市行业龙头企业积极申报培训评价组织。建

设1 所有实体依托的社区学院和1 个养教结合的老
年教育中心。

提升服务能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建立紧密对接河南产业链、创新链的专业体系，

紧紧围绕人工智能、新能源及网联汽车等十大新

兴产业以及健康养老、家政服务等人才紧缺领

域，促进专业链和产业链精准对接，扩大新兴产

业和社会紧缺专业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规模。办好

2所以上设施完善、功能齐全的达标中等职业学
校，提升职业教育服务汝州经济发展水平。引导

职业院校积极对接畜牧、能源化工、装备制造、机

绣纺织、生物医药、新型建材等产业集群，重点加

强畜禽生产、现代农业、医药卫生、陶瓷工艺、针

织工艺、数控加工、食品加工、健康养老等相关专

业建设，助力汝州特色产业集群高效发展。加强

覆盖市、乡、村三级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建设。

重点打造1 —2所乡村振兴人才培养优质院校，着
力培养培训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高

素质农民。

加强组织领导。加强党对职业教育的全面

领导。加强对职业院校党建工作的指导，推进党

建工作标准化、规范化，牢牢把握学校意识形态

工作领导权。坚持党建带团建，规范职业院校基

层团组织建设，强化思想政治引领。推进职业院

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立完善依法

治校、自主办学、民主管理的运行机制和现代职

业院校制度。建立协调推进体制机制。扩大职业

院校办学自主权。完善经费保障机制。提高技术

技能人才待遇。

融媒体中心记者 郭营战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百业兴旺，交通先行

我市交通运输事业持续健康发展

我市深化职业教育改革培育优秀技能人才

“万村通客车提质工程”让村民出行更便捷

山路弯弯通四方

汝州技师学院陶瓷专业实习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