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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四好农村路”建设 提升农村公路发展水平  

 ——《吉林省农村公路建设与养护技术指南》解

读  

  一、 《技术指南》的编制背景及必要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农村公路工作作出重要指示。2014

年 3 月 4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村公路建设要因地制宜、以人为本，与优

化村镇布局、农村经济发展和广大农民安全便捷出行相适应，要进一步把农村

公路建好、管好、护好、运营好，逐步消除制约农村发展的交通瓶颈，为广大

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提供更好的保障；2016 年 9 月 10 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四好农村路”的建设是总结经验，特别是成功经验，要继续努力，认真落

实，久久为功；2017 年 12 月 19日，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对“四好农村路”建设

作出了重要指示。他强调，近年来，“四好农村路”建设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

效，为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带去了人气、财气，也为党在基层凝聚了民心。交

通运输部等有关部门和各地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从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高度，进一步深化对建设农村公路重要意义的认

识，聚焦突出问题，完善政策机制，既要把农村公路建好，更要管好、护好、

运营好，为广大农民致富奔小康、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更好保障。 

  多年来，省交通运输厅以“振兴吉林、强省富民”为己任，积极谋划交通
运输事业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力发展农村公路建设，历经二十多年的

建设，农村公路经历了从县乡间三级以上公路连接，到 100%的行政村全部通水

泥（沥青）路，再到 76.2%的自然屯通畅三个发展过程。形成了以县乡道为主

干，辐射村屯的农村公路网络。 

  吉林省农村公路建设由于起步较早，部分农村公路已进入超期服役期，

1993 年至 2002 年建成的 7272 公里农村公路严重超期服役，2003 至

2007 年建成的 58104 公里农村公路也已达到 10 年以上的使用周期。全省

存在“畅返不畅”问题的乡镇 95 个、建制村 4128 个，因出现油返砂而导致畅

返不畅规模约 1.4 万公里，占我省农村公路总里程的 16%，约占全国畅返不畅

总里程的 5.6%。 

  为深入实施“四好农村路”建设，服务好乡村振兴战略，消除制约农村发

展的交通瓶颈，结合我省农村公路存在发展基础不牢固、总体水平薄弱、区域

发展不平衡、技术等级低等客观事实，及路况“畅返不畅”、危桥险桥多，抗

灾能力差，安全设施不完善，各地对建设标准的掌握差异性较大，缺乏统一原



则，养护决策、养护时机和养护技术方案不明确等突出问题，因此为适应农村

公路发展新要求，解决农村公路建设与养护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全面恢复、改

善我省农村公路的技术状况，规范和指导建设、养护技术工作，提升农村公路

建设养护整体质量和服务水平，延长使用寿命，迫切需要编制《吉林省农村公

路建设与养护技术指南》，形成适合我省农村公路建设与养护实际的经验成

果，以此改变以往建设质量不高、养护力度不够的问题。 

  二、 《技术指南》的编制原则 

  1.总结过去成果，固化成功经验。我省农村公路建设自 1993 年起步，经历
二十多年的探索和实践，本次指南编制总结梳理了以往建设养护的实践经验，

并通过《技术指南》加以明确，便于推广应用。 

  2.坚持问题导向，解决突出矛盾。针对我省农村公路起步早，早期建设标

准低、补贴少，现在“畅返不畅”严重的现实，查找问题原因，提出解决方

案，并结合我省实际，在指南中明确技术要求。 

  3.注重技术指导，强化可操作性。《技术指南》作为指导地方农村公路建

设、养护实际的技术标准，对规范规定尚不够清晰以及地方关注的重点技术问

题，给出了更为具体的技术方案，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4.紧密结合实际，突出地域特色。在《技术指南》编写过程中，紧密结合

我省气候、水文、地质条件等地域特征，考虑我省东、中、西部地域差异以及

不同地区的技术方案适应性，重点突出我省在季冻区的技术特点。 

  5.技术方案全面，覆盖各种需求。在编制过程中，注重总结省内不同部

门，省外不同省份的经验，把能考虑到的技术方案基本都纳入指南，可满足使

用者在执行过程中的各种需求。 

  6.跟踪行业发展，确保技术先进。在现行规范、标准的基础上，借鉴学习

国内先进省份经验，并邀请交通运输部编写农村公路技术标准的专家参与审

查，将新发布和即将发布的规范、标准纳入其中，确保《技术指南》的时效性

和先进性。 

  三、 《技术指南》的总体构成 

  《技术指南》由农村公路建设技术和养护技术两部分构成，其中建设技术

涵盖了控制因素、路线、路基、路面、桥涵、隧道、安全设施、交叉工程、绿

化工程等 9 个方面 511 项条款，养护技术涵盖了养护作业内容、路基、路面、

桥涵、隧道、安全设施、绿化工程、灾害防治与应急抢修等 8个方面 455 项条

款，各条款编制力求便于理解和把握，同时具有较好的可操作性、针对性、实

用性。 

  四、 《技术指南》的重要技术问题 



  1.技术等级选用 

  截止 2017 年末，全省农村公路中一级公路仅为 319.5km，占总里程的

0.36%，占比非常小，一级公路建设相关技术标准应按照现行标准、规范执行。

因此，一级公路未作为《技术指南》编制的主要内容，仅规定“吉林省农村公

路宜采用二级、三级和四级公路三个技术等级，有特殊需要时可采用一级公
路”，未再对一级公路做过多的规定。 

  《技术指南》明确了农村公路的交通功能，融合了行政等级、技术等级、

设计速度间的对应关系。县道作为连接县际及县乡之间的集散公路，主要提供
中距离的交通服务，宜采用二、三级公路；乡道作为连接乡际及乡村之间的集

散、支线公路，主要提供短距离的交通服务，宜采用三、四级公路；村道作为

连接建制村与建制村、建制村与自然屯、建制村与外部的支线公路，主要提供

接入与通达服务，宜采用四级公路。 

  考虑到连接规模较大的县（市、区）、主要工农业生产基地、重要经济开

发区、旅游名胜区、商品集散地的农村公路以及承担旅游路、资源路、产业路

功能的农村公路，交通需求较大、大型车辆较多、交通参与者对道路的服务水

平和通行能力有更高要求，因此《技术指南》规定，这些农村公路可适当提高

技术等级。另外《技术指南》还倡导在具备条件时，对现存的等外路应逐步改

建达到四级公路及以上标准。 

  2.设计速度确定 

  农村公路在路网中主要承担的交通功能是集散公路和支线公路。根据《公

路路线设计规范》（JTG D20-2017）的规定：作为集散的二级公路，设计速度

宜采用 60km/h。因此本《指南》根据《公路路线设计规范》（JTG D20-2017）

并结合我省实际，“县道采用二级公路时，设计速度宜采用 60km/h；局部路段

受地形、地质等条件限制时，经技术经济论证后设计速度可采用 40km/h”；

“县、乡道采用三级公路时，设计速度宜采用 40km/h；受地形、地质等条件限

制，可采用 30km/h”；“乡、村道采用四级公路时，设计速度宜采用 30km/h；

受地形、地质等条件限制，可采用 20km/h”。“地形条件较好、交通量较大、

经济较发达地区的二级公路设计速度可采用 80km/h，相关技术标准按现行规范
执行”。 

  从全省调研情况看，部分地区受地形、地质等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限制，

按设计速度 20km/h 的技术标准建设难度或代价较大，地方交通主管部门需求更
低的设计速度标准，因此，《技术指南》按照交通运输部《农村公路建设暂行

技术要求》（交公路发【2004】372 号）的规定，对于受限路段设计速度可降

低至 15km/h，既满足交通功能需求，也符合我省复杂条件下的建设实际。 

  3.路线最大纵坡的限制和突破 

  现行规范规定设计速度 20km/h 时，正常地区最大纵坡为 9%，积雪冰冻地

区最大纵坡、最大合成坡度均为 8%。我省处于积雪冰冻地区，原则应均为 8%。



现实是东部山区纵坡超过 8%的路段较多，改建时均按 8%及以下控制将造成改

建工程规模过大，地方配套资金不足，难以实施。《技术指南》提出六个前提

条件情况下:一是旧路改扩建；二是设计速度为 20km/h 时；三是采用防滑路面

结构；四是保障安全措施可靠；五是要充分论证；六是冬季除雪防滑养护保

障。最大纵坡和合成纵坡才可以采用 9%，这样既考虑了地方实际，又有在规范

要求下的灵活性，有条件约束，也有可操作性。 

  4.路基宽度及路幅组成 

  双车道公路路基宽度及路幅组成按照《公路路线设计规范》（JTG D20）的
规定执行。对于单车道农村公路，从调研情况看，目前路面宽度基本为 4.5m 和

3.5m，大部分地区反映路面过窄，运营中两辆大车错车困难。若将单车道都改

造为双车道，投资规模过大，目前难以实现。因此结合我省农村交通需求和经

济状况，《技术指南》提出村道及大型车比例较少的乡道可采用路面宽度 5m、

路基宽度 6.5m 的单车道标准。这种单车道不需设置错车道就能满足两辆大车错

车需求，相对双车道来说节省了工程造价，同时也为日后改造为双车道留有空

间。 

  考虑到部分路段受外部条件制约无法满足路面宽度 5m的标准，且 4.5m 和

3.5m 宽路面对以通行小汽车为主的村屯道路具有一定的适宜性，因此，《技术

指南》保留了 4.5m 和 3.5m 路面宽度的单车道标准，同时细化了错车道的设置

方案，为农村公路建设提供了选择的余地。 

  5.路基填筑高度控制 

  通过现场调研和数据统计分析，我省农村公路出现的“畅返不畅”情况，

表面看是因路面损坏引起，究其根源大部分还是因路基病害而造成。农村公路

路基高度普遍偏低，而且多数是在原有大车道基础上直接修筑路面，加之我省

又处于季冻区，路基冻胀、翻浆等引起路面出现严重破损。理论计算土质路基

高度一般应达到 1.2m～1.5m 左右，因此《技术指南》着重在提出路基填筑高度

的条款，严格要求我省农村公路路基填筑高度须满足 3个条件。 

  （1）路基设计应考虑地表水对路基性能的影响，设置完善的防排水系统。

路肩边缘须高出路基两侧地表水 0.7m。 

  （2）土质路基上路床顶面最低点距地下水位的高差应不小于路基冰冻条件

下临界高度。水文地质条件不良的土质挖方路基或者潮湿状态填方路基，应采

取设置排水垫层、隔离层、地下排水渗沟等措施。 

  （3）沿河及受水浸淹的路基，应高出设计洪水频率的计算水位加壅水高、

波浪浸袭高和 0.5m 的安全高度。 

  6.新建路面类型选择和“畅返不畅”处理方案 



  农村公路新建路面类型和处理“畅返不畅”技术方案是本指南最为关键的

内容，为此先后开展了省内现场调研、省外调研、农村公路管理人员座谈会、

农村公路设计人员座谈会，并征求了全省 51 个县（市、区）意见。在《技术指

南》中明确了路面类型选用原则，推荐县乡公路三级及以上优选沥青混凝土路

面，乡村四级公路及村道可根据当地建设、养护实际以及筑路材料和施工机械

设备等情况，考虑行车舒适性及全寿命周期成本，推荐采用沥青混凝土路面。 

“畅返不畅”处理推荐对破损老旧路采用“白改黑”方案。  

  7.桥梁宽度及设计荷载 

  考虑到了桥梁作为永久性建筑，《技术指南》中提出单车道路段桥面净宽

不宜小于 7.0m，也根据我省地方经济条件，一定时期没有扩建需求的情况，保

留了桥面净宽也可不小于 6.0m 的要求；新建特大桥及三级公路重载车辆较多大

桥设计荷载标准应采用公路一 I级的要求，结合我省农村公路使用实际情况，

兼顾远期公路提升改造的需求，符合编制原则要求。 

  8.交通安全及服务设施 

  （1）路侧危险段落护栏的设置 

  通过对我省县、乡、村公路的建设、养护、管理及现场的大量调查，针对
我省农村公路安保设施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如有些路段路侧护栏设置位置不合

理，部分危险路段缺少护栏设置，特殊段落护栏占用公路建筑限界，有些护栏

防护等级不够、防护能力差，无法保证行车安全。《技术指南》明确提出了护

栏设置条件、防护等级要求，特别强调护栏的设置位置包括护栏要求的路侧宽

度、路肩压实强度等。推荐了不同危险段落护栏的防护形式及路宅分离处理方

式。 

  （2）实施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提升公路交通安全保障 

  为进一步加强农村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建设，消除交通安全隐患，对农

村公路危险路段，如桥梁两端、急弯陡坡、临水临崖、隧道入口等，给出合理

的交通安全设施处治措施。结合现有公路基础设施条件，《技术指南》给出单

个急弯、单一陡坡、急弯陡坡、穿越村屯或学校、急弯陡坡且路侧临水临崖典

型路段安全保障方案，改善群众出行条件，提升公路交通安全保障，确保群众

生命安全。 

  （3）新建、改扩建农村公路可根据实际需求并结合乡村旅游等因素，设置

适当规模的小型服务区、停车区等服务设施，并提出了相应的技术要求。 

  9.绿化工程 

  为实施美丽乡村建设、乡村振兴战略，同时达到稳固路基、美化路容、改

善环境、减少噪声、诱导车辆行驶的目的，根据吉林省自然条件和气候特点，

提出公路绿化部位、视距影响、不同区域的物种选择的基本原则和要求。结合

http://xxgk.jl.gov.cn/zcbm/fgw_98037/xxgkmlqy/201903/


“四好农村路”建设，提出路域环境治理措施，提倡以适当的方式实现“路宅

分离”、“路田分离”，打造畅安舒美的路域生态景观环境。 

  10.养护工程的分类 

  交通运输部今年修订印发了《公路养护工程管理办法》（农村公路仅为参
照执行），其中养护工程重新进行了分类（预防、修复、专项、应急养护），

在其修复养护中包括小修、中修、大修。由于养护技术的核心内容没有变化，

《技术指南》中养护工程分类仍采用传统大家熟悉的小修、中修、大修进行分

类，并针对我省目前农村公路养护缺失现状，从事养护专业技术人员不足等实
际情况，将小修又分成两类，分为保养、小修、中修工程和大修工程等四类，

并分别界定了相应的作业内容，保养就可以采取购买服务方式选择非专业队伍

的方式，小修、中修、大修采用专业养护方式。 

  五、 结束语 

  《吉林省农村公路建设与养护技术指南》是在全面梳理和归纳总结吉林省
多年来农村公路建设与养护经验的基础上，力求突出地域环境特点，并充分考

虑与其它相关标准、规范相协调，提出针对性、导向性、适宜性、实用性的关

键技术要求。也为其他省份农村公路建设与养护提供了借鉴，具有良好的科学

性、先进性和实用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