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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市交通运输局“能力作风建设年”活动

简 报
（第 13 期）

平顶山市交通运输局“能力作风建设年”

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2 年 4 月 8 日

先通后固 同步提速

全力加快农村公路基础设施灾后恢复重建

2021 年 7 月以来，我市连续 3次遭受暴雨洪涝灾害，农村公

路基础设施灾毁损失严重。灾情发生后，市交通运输局始终坚持

应急与谋远相结合、恢复与改善相结合、重建与发展相结合，高

质量、高标准推动公路灾后重建项目，筹措应急资金 4331 万元，

投入人员 7万人次，机械 1.5 万台次，受灾严重的鲁山县石林路、

宝丰县扶贫 2 号路、叶县倒马沟桥等迅速恢复通行，保障了应急

物资运输畅通和群众生产生活有序。在应急保通的基础上，全力

谋划推动灾后恢复重建项目，53 个农村公路灾后恢复重建项目建

设加快推进，开工率达 100%，已完工 34 个，完成里程 126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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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完工桥梁 9座，完成投资 2.9 亿元，预计今年 9月底前全部完

工。

一、水毁情况

2021 年，我市遭遇多轮强降雨影响，公路交通基础设施受损

严重，直接经济损失近 2.8 亿元。其中：高速公路：二广高速汝

州市寄料镇段 3处因泥石流导致暂时断行，造成经济损失 409 万

元。干线公路：损毁 14 条 790 处。其中，路面损坏 4.38 万平方、

路基 8100 立方、护坡 3500 平方、边沟 26 公里、边坡坍塌 4.83

万立方、涵洞损坏 9 座、桥梁局部损坏 8 座、挡墙损毁 1.39 万

立方，造成经济损失 7839 万元。农村公路：损毁路面 15.03 万

平方、路基 2.17 万立方、桥梁 55 座、涵洞 20 道、附属物 2.42

万立方，造成经济损失 1.63 亿元。水路（河道）：在建沙河复

航项目，砼骨架、护岸预制块垫水毁毁 2400 平方，码头施工围

堰、航道工程孟平二号铁路桥处围堰损毁严重，造成经济损失

2965 万元。班线客运：全市 144 条客运线路、11 条公交线路暂

时停运，造成经济损失 500 万元。

此次灾情仅农村公路一项就损失 1.63 亿元，多处塌方、路

基塌陷、树木倒伏等水毁情况，造成了农村客运班线部分停运，

农产品运输部分留滞，给农民群众生产生活带来诸多不便。

二、抢修保通

面对灾情，市交通运输局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理念，全面动员各方面力量，抓住重点区域、关键部位，以科学

精准举措、有力有序调度，全力开展防汛救灾工作，以交通人的

铁军担当，最大限度保障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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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先通行”为目标，迅速抢通公路，全力保障通行

统筹人力物力，严格落实省、市防汛工作部署，全面紧急动

员各方人力、物力，抓住重点区域、关键部位，以科学精准举措、

有力有序调度。统筹应急恢复，以“先通行”为目标，闻“汛”

而动，向“险”而行，抓早抓快，雨不停歇人不离岗、险情不除

不休息，一线 24 小时不间断抢通，在最短时间恢复交通。精准

施策保通，针对道路中断，合理确定绕行线路，或加修便道，保

障基本通行，做到“水退路通”；针对受灾乡村，确保至少有一

条顺畅出口路。

（二）以“添后劲”为重点，准确核实灾情，科学编制规划

摸清受灾底数，快速抢通后，面对损失大、资金紧张、时间

紧、灾后重建工作量大等一系列难题，我市第一时间组织各县（市、

区）摸清项目受损情况，组织人员迅速投入水毁调查评估、勘察

设计、谋划项目、争取资金等工作中，为灾后恢复重建提供了第

一手资料。科学编制规划，按照“先通后固、同步提速”的原则，

坚持灾后恢复重建与提高防洪抗灾能力、与乡村振兴战略相结合，

高起点编制了《平顶山市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灾后恢复重建专项规

划》，着重提升抗灾能力，同步规划实施排水和安防工程，明确

了工作目标、重点任务、建设时序和保障措施。加快前期工作，

督促设计单位和防洪评价编制单位科学精准完成报告编制，推动

立项批复至施工图批复等各个环节无缝对接，各县（市、区）专

人专班、特事特办，全力提速项目前期。全市共纳入交通运输部

项目库 53 个 147 公里、上级补助资金 1.45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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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强支撑”为助力，加强监督管理，全面加快建设

专班专题有序，成立灾后恢复重建领导小组，组建综合协调、

前期工作、工程建设、复工复产、资金保障、监督考核 6个工作

专班；先后组织召开全市交通基础设施灾后重建专题会、全市交

通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会等，全面部署落实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明

确一般水毁路段、较大灾毁路段、重大灾毁路段恢复重建时间节

点，专人专班控制，保障灾后恢复重建工作顺利推进。资金保障

有力，对接省、市灾后恢复重建政策,积极争取资金向农村公路

灾后重建项目倾斜，联合市发改、财政部门指导各县（市、区）

一般水毁路段重建项目采用以工代赈方式筹集资金，较大、重大

水毁重建项目按“十四五”建设标准，通过财政投入和融资平台

相结合方式筹措配套资金。目前，鲁山县自筹资金 2.81 亿元、

湛河区自筹资金 2.5 亿元用于灾后重建项目实施，有力推动了重

建步伐。推进措施有效，简化前期工作程序，由县级交通运输部

门按照特事特办的原则审批农村公路灾后重建项目，牢固树立攻

坚意识、时效意识，严格项目完工期限，倒排时间工期，加强工

序衔接，优化施工组织，上足人员、机械和物资，推进步伐加快。

监督检查有为，将重建项目纳入全市公路项目质量安全监督检查

体系，定期开展现场巡检；加强施工、监理、检测队伍信用评价

管理，严格落实主体责任；规范资金拨付及使用管理，督促各级

配套资金落实，做到专款专用；督导工程进度，将每一条路、每

一座桥责任明确到人，专人驻守督办、盯死工期，督导建设进度。

三、担当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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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牢记责任、化危为机。有担当，市交通运输局领导班

子凝心聚力、攻坚克难，铸就坚强堡垒;广大党员干部敢下深水、

勇破难题，成为重建的“主心骨”。有作为，以重建为契机，全

面提升农村公路建设水平和保障能力，开创灾后恢复重建与公路

事业发展的新局面。有布局，充分认识到恢复重建公路不仅是救

灾路，更是致富路，坚持灾后恢复重建与“四好农村路”、客货

邮融合、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四合一”，不仅要改善农村公路现

状，提升交通通畅水平和防灾抗灾能力，还将在未来凸显其社会

效益和经济效益，为农村的发展、农民致富增收提供可靠安全的

通行服务。

（二）超前谋划、科学重建。有谋划，既立足当前，又着眼

长远，根据灾毁检测评估，分类分项科学编制各类规划和专项方

案，加强对灾后重建项目的监督管理和指导服务，为加快重建、

加快发展发挥龙头作用。有引领，以科学理念和规划引领灾后重

建和公路发展，注重公路的抗灾能力、安全防护，将“地形选

线”“地质选线”“环保选线”有机结合起来，科学统筹、整体

谋划。有资源，争取各类统筹资金，通过投融资平台、以工代赈

等方式自筹，确保资金需求。

（三）爬坡奋进、攻坚克难。有精神，在一场接一场的重建

“硬仗”中，铸就出公路重建精神，既是万众一心、顽强拼搏的

精神，又是迎难而上、敢打硬仗的精神。这精神，激励交通人在

重建“攻坚战”的克难奋进。有锻造，在灾后重建中打造特别能

战斗、特别能打硬仗的干部队伍，成为重建中的“公路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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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仅是一瞬，重建，记入历史。对平顶山交通人来说，

灾后重建是一场“硬仗”，我们发扬公路铁军精神，在灾后重建

工作中打头阵、当先锋，把交通人的为民情怀和铁军精神铸进坚

实的路基中，镌刻在平坦的路面上，让受灾地区群众走上通行更

畅、标准更高、路网更优的放心路。

报：平顶山市“能力作风建设年”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局领导

发：各县（市、区）交通运输局，局直各单位，局机关各科（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