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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是一种常见的书面形式，用于传达信息、分析问题和提
出建议。它在各个领域都有广泛的应用，包括学术研究、商
业管理、政府机构等。那么报告应该怎么制定才合适呢？这
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报告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
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公路养护工述职报告篇一

我叫鲁xx，男，现年49岁。高中学历，系xx县公路局朱仑工班
养护一线职工。

本人于1982年参加公路养护工作，至今已有31年工作年龄。
先后在市郊公路局和xx县局工作，1992年调到xx县至今。31
年的工作经历，使我深深的体会到：工作的艰难辛苦让我曾
经彷徨和失落；工作中的一些成就让我自豪和振奋。回忆过
去，还是感到欣慰和骄傲。展望未来，充满了希望和寄托。
高中毕业后，从事一线工作至今，实践中充满了血泪和心酸。
为了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我主要做了如下几件事：

一、努力学习各类知识，不断地提高自己。先后学习了《公
路养护》技术知识，并结合自己的工作实践，提高自己的工
作水平。学习了党报党刊和法律知识，关注国家时事，分析、
了解国家政治动向，提高自己的政治理论水平。学习先进、
劳模和优秀典型，拜师讨教，提高自己的思想素质。

二、努力工作、拼命工作力争做一名合格工人。刚参加工作
时，确实感到职业的辛劳，虽有彷徨，但从不气馁、悲观，
总是相信：没有春的辛勤耕耘，不可能有秋的收获。公路养
护工作是一项辛苦的服务性的工作，没有吃苦耐劳和拼搏的
精神，是无法坚持到今天的。没有崇高的职业道德理想和无



私奉献的牺牲精神，就不能算一名合格的职工。也只有认真
工作，才能报效社会和对得住党的培养。31年来，我扎实工
作，担任基层骨干20多年，在早年的工作中，还光荣的加入
了中国_。

三、争做一名优秀的_员。为了公路事业的发展和繁荣，我总
是积极建言献策，竭尽所能，从来都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为一线养护工作的开展，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当然，自
己也存在一些不足和缺点。主要是：

1，家庭负担重，常感力不从心。

2，胆小怕事，工作力度不足。

3，进步慢，主要是自己文化少。

公路养护工述职报告篇二

一、20xx年养护管理工作措施及各项工作完成状况：

(一)加大公路养护管理工作力度，提高养护质量，认真按照
我局经济职责制的有关要求，重视加强公路日常养护工作，
端正思想，改变观念，确保公路安全畅通，用心完成上级下
达的各项路况指示。今年我局公路管养里程，检评里程，其
中国省干线公里，检评里程公里，完成国省干线优良路率，
差路率1%，全面完成半年路况管理目标。

(二)加强养护工程管理力度，严格抓好工程质量关，加快施
工进度，按时按质完成工程任务。今年由于区局年度计划下
得比较晚，实施时间十分紧迫，我局根据本局的实际状况，
合理调配内部资金，年初尽早预安排一些工程项目，尽早施
工，区局计划下达后，各县局更加强检查监督工作力度，认
真做好施工中间检查验收工作，使存在问题早发现早解决，
防止时间仓促、被动造成质量隐患和工期拖延等不良现象，



截至20xx年11月27日为止，路基大中修工程完成36项/万元;
桥涵大中修工程完成21处/万元;砂石路面大中修工程完
成86900平方米/34万元;沥青路面大修工程完成460050平方
米/6331万元;沥青路面中修工程完成456040平方米/2095万
元;水泥路面中修工程完成480平方米/11万元;公路危险路段
改善工程万元;办公用房修建完成1处/45万元;养护站修建完
成3栋/700平方米/100万元;其他房屋建筑物完成1处/万元;沥
青站场建设6座/90万元。除个别房建工程因征地报建原因未
能完成外，其余工程均能按计划实施，较好地完成上级下达
的计划和突击性养护工程任务，工程质量全部到达合格以上。

(三)加强路容路貌的整治工作，重点对路肩、排水设施、支
挡构造物进行整治，尤其是以经过村镇或石质困难地段的路
段作为重点治理对象，增大资金投入，加大整治力度，路容
路貌有了很大的改观。

(四)切实水毁预防抢修工作。为确保公路安全畅通今年我局
共投入水毁抢修资金万元，及时恢复路况，使路况质量恢复
到原有水平或进一步提高。

(五)加强公路交通安全标志设施的管理、更新工作。今年我
局共分两次进行标志标线的补缺更新工作，并利用区公路局
交通安全标志管理系统进行档案管理，对道路上的各类交通
标志进行调查统计，对缺损的部分道路交通标志标牌及时设
置、及时埋设，今年我局完成设置标志标牌513块，防护
栏3905米，总投资万元。

(六)加强安全生产意识，防患于未然。我们始络把安全生产
工作放在工作的重点来抓，经济职责制中制定完善了安全生
产制度，要求签订安全职责状，深入基层工地坚持带头穿戴
标志服，同时要求工人上路必须要穿戴标志服，施工作业要
设置施工安全标志，规范养护作业安全管理和操作规程。对
尚存的危桥、危涵、危树、危险路段也作了全面排查治理，
杜绝安全事故发生，确保行车安全保证公路应有的服务水平。



尽快修复出现险情的危涵危桥，清理边坡危石等工作。

(七)用心推广公路养护新技术、新工艺，应用先进的养护技
术和科学管理方法，改善养护手段，提高养护技术水平。近
几年来，我局用心探讨和引进新技术、新工艺，推广应用，
加强路面养护，近年来使用的新技术和新工艺比较多，都以
得良好的效益。

(八)加强桥梁、涵洞、隧道养护工作，及时对桥梁、涵洞、
隧道和安全设施维修加固。平时检查当中，一旦发现桥梁栏
杆及其构造物出现损坏，都及时计划安排进行维修，要求年
底前务必完成维修任务，要求对桥梁泄水孔堵塞及时清理，
对锥坡、桥台杂草全面清理，对桥台跳车全面修复，加强对
危桥的整治力度，确保桥梁涵洞安全使用。

(九)加强公路养护工程施工招标投标的管理，规范公路养护
工程施工招标投标活动，保护招标人和投标人的合法权益，
确保养护工程质量，提高投资效益。根据**区交通厅下发的
《转发_分路养护工程市场准入暂行规定和公路养护工程施工
招标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和自治区公路管理局下发的《关
于印发**区公路管理局公路养护工程招标投标实施细则(施
行)的通知》的精神，对今年的公路养护工程施工招标投标工
作，坚持公开、公平、公正、诚实守信的原则，根据采用邀
请招标的形式，在遵循《_招标投标法》的原则下，根据公路
养护工程的特点，工期和技术要求等因素，我们适当地简化
了招投标法规定的文件资料及程序，对100万元以上的工程实
施了投标工程。同时组织各县(市)局有关人员招投工作进行
观摩学习，鼓励各县(市)局用心参与，公平竞争。

二、几点体会：

以上是我们在20xx年度中所做的主要工作，取得这样的成绩，
主要是我们在上级主管部门大力支持和正确的领导下，依靠
广大干部职工同心协力共同奋斗的结果，在养护工作中我们



认真总结经验，不断完善各项管理制度，切实抓好公路养护
生产管理工作，在措施上，内部推行了企业化管理，实行路
养护、工程、事业费等切块包干，管理的模式由原先的养路
料细密管理转化为宏观管理，行使好科员相关职责，充分调
动，发挥科员和各局养护技术干部的主观能动作用，使之工
作职责清楚、目标明确，奖罚分明，同时多给县局用心主动
权，提高基层单位的主观能动性，全面推行目标承包制，各县
(市)公路局所承包的目标职责层层落实，油路路面实行计量
养护，路基实行包干养护，制定“八定一包”承包制，定投
资;定备料数;定路况指标;定路况总分;定路面分值;定路基分
值;定养护里程;定人员;养护工程实行内部招标制。

考核实行了“量”化管理，各县(市)局养护工作实行一把手
负责制，贯彻“以公路养护管养为中心”的方针，对局承包
的目标职责负全责;局领导班子主要精力抓好养护管理，局长
亲自抓养护工作，确定一名副局长专职管养护，养护工程股
股长具体抓现场实施，狠狠抓住质量管理，提高养护修补质
量水平等等有效措施取得的，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只有继续
以公路管养为中心，不断完善各项管理制度，严格考核，把
各项工作真正的落实到实处，同时，只有提高养护工人的收
入，一心一意为基层养护生产一线服务，稳定一线职工的思
想情绪，提高工人的工作用心性，紧紧依靠广大珠线养护职
工的群众力量，我们的工作才会为不断地取得新的成效。

三、下一步工作计划：

1、做好迎接区局年终公路检查的各项准备工作。

2、继续抓好路面养护，确保路况质量，提高路面平整度。

3、进一步加大年度计划养护工程施工管理，确保工程质量和
实施进度。

4、加强危桥技术状况调查和病害防治监控工作。



5、继续加强安全生产工作。

公路养护工述职报告篇三

季有利的绿化时机，组织全体道班职工不畏艰苦，全力投入
到公路绿化工作中，补种绿化里程30公里，在s220、s329上
补植垂柳、小叶女贞、百日红、紫荆等花木8000多棵，草皮、
小灌木、行道树，三位一体，层次分明。“畅、洁、绿、
美”的公路环境既亮化、美化了临颍，也为临颍公路养护建
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使我县公路得到了市领导的充分
肯定。

2.针对于路肩上出现的高草严重损坏路容路貌，我狠抓高草
的铲除工作，从3月份起到11月份，共铲除高草98257立方米。

3. 抓好gbm工程。做好我县局公路沿线绿化、美化工作，及
时对边坡、边沟进行修整，使边坡保持平顺、坚实，带领养
路工进行树木刷白和路缘石刷白等工作，截止到11月底共刷
白行道树16374棵，路缘石公里，使公路达到标准化、美化的
要求。

4.保洁美化工作。对养路工实行养护责任制，包干到人，分
组分段工作，签订养护责任状。每日查看养路工出勤情况，
每月26日召开养路班长会议，总结出勤工作情况，养路工上
路率达到99%，全年保洁量为。

5.病害修复工作

每天按时上道巡查，对公路病害和损坏的设施及时申请修复。
并在7月份对路况调查后，进行了一次全面修复工作，对
于g107出现的因水毁路面严重损坏情况，立刻进行了修复工
作，截止到今年11月份共挖补坑槽平方米，郸石线挖补坑
槽3000多平方米。，好路率达到100％。



6.治危治险保安全

重视危桥改造治理工作。我及时的上路排查，消除安全隐患，
抓好安全生产，

是确保公路养护效率得到不断提高的重要因素，投入资金23
万元，更新、配置安全生产设施，安装安全警示桩，维修瓦
店街护城渠危桥1座，排查安全隐患10处。

四、存在的主要问题：

1. 在经济困难时，遇到棘手问题时容易产生急躁情绪。

2. 充分发挥副职干部的助手作用不够。

3. 制定的规章制度流于形式的地方不少。

述职人：***

xx年二月十三日

公路养护工述职报告篇四

我的述职报告分三个部分：

一、公路工程施工与管理；

二、工会工作；

三、对照检查。

先汇报公路工程工作。今年的公路工程建设任务较重，主要
有：___7公里乡路建设工程，造价260万元；____5.6公里乡
路建设工程，造价120万元；___5.08公里乡路路基病害处理



和路面补强工程，造价200余万元。遇到的困难也比较多，主
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人员少。公司配备工程技术人
员6人，加上临时借调人员和驾驶员共8人，要负责三项工程
的施工与管理工作。二是资金短缺。这三个工程建设项目中，
有两个工程属于低价中标，所有资金都要靠企业自筹。三是
施工难度大。今年雨水大，缩短了有效工期、增大了成本和
施工难度。仅__工地就因雨水不能及时排出和当地农民阻挠
施工耽搁了二十多天。这种情况下，我们努力拼搏、科学组
织施工、加强管理，克服困难，保证了工期和质量。__和__
工程结余约达30万元。

能取得这样成果的原因，大致有二点：

一是公司的正确领导。为了锻炼队伍加强一线力量，李总做
出了机关全员下工地的决定，并全力支持工程建设。他重点
抓资金和后勤保障工作，还经常深入工地，现场指挥，与职
工一起摸、爬、滚、打。

二是职工的努力拼搏。公司上下团结一心，迎难而上，积极
创造条件组织施工。

公路养护工述职报告篇五

近年来，随着我省农村公路(包括县道、乡道和村道公路)的
大规模建设以及路面改造工程的实施，农村公路的数量和质
量都有较大幅度地提高，农村运输条件和投资环境大为改善，
有效地推动了农村城镇化进程，有力地促进了社会主义新农
村建设。但由于我省农村公路量大面广、地区差异较大，加
之养护管理运行机制不够健全，农村公路养护管理“缺位”、
养护资金不到位等问题日益突出。今年，根据《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印发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办发
〔20__〕49号)的精神，结合我省实际，我们拟定了《浙江省
农村公路养护与管理办法》和《浙江省农村公路养护与管理
体制改革方案》，对农村公路养护管理责任主体、职责分工



等进行了规范，为理顺农村公路养护管理的各种关系、健全
养护管理机制奠定了基础。

为进一步加强农村公路养护管理，提高农村公路养护管理质
量和水平，探索适合我省实际的农村公路养护管理模式，省
厅将《关于我省农村公路管养模式的探讨研究》列为今年重
点调研课题。为此，我们在前两年农村养护管理体制、运行
机制等有关问题研究的基础上，再次就农村公路养护管理模
式问题进行了专题调查和研究。通过对浦江、海盐、安吉等
各具特色的农村公路养护管理实践探索和分析，同时借鉴省
外养护管理经验，对群众性养护、分段养护、道班养护、专
业养护等养护模式进行了分析、研究和探讨，形成本调研报
告。

一、我省农村公路养护管理基本情况

(一)农村公路现有里程和规模

据统计，截止20__年底止，全省农村公路(县、乡、村道)总
里程为85643公里。按目前行政等级标准分，其中：县
道23097公里、乡道15873公里、村道46673公里;按技术等级
分，其中：一级公路1019公里、二级公路3648公里、三级公
路6935公里、四级公路43895公里、等外公路30146公里(其中
准四级公路13527公里);按路面类型分，其中：水泥砼路
面36329公里(其中县道9384公里、乡道5703公里、村道21242
公里)、沥青混凝土路面8965公里(其中县道5016公里、乡
道655公里、村道3294公里)，简易铺装路面17089公里(其中
县道8549公里、乡道3589公里、村道4951公里)，未铺装路
面23258公里(其中县道147公里、乡道5926公里、村道17185
里)。铺装路面公路里程合计62384公里，占农村公路总里程
的72.84，到2020__年底乡道砂石路面改造工程完成后，铺装
路面公路里程将增加5000多公里，达到67000多公里。

(二)农村公路养护管理体制现状



20__年前我省各市、县均设有专业和县乡两个公路管理机构，
分别负责国省道和县乡公路的养护管理工作，20__年养护体
制改革后，实现了两合并，即：所有市和绝大部县(市)专业
与县乡公路养护管理机构合并，国省道、县乡道公路养护管
理职能统一由市、县(市)公路管理机构负责，部分市、
县(市)公路管理机构内相应增设了县乡公路养护管理内设机
构。

目前，我省农村公路养护管理中，县道和乡道大部分已纳入
交通公路部门管养范围，基本上实行“条块结合，以县为
主”。村道公路的管养，由于目前的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规定，
一直未纳入交通公路部门管理范围。在养护资金安排上，目
前仍沿袭过去(两合并前)专业养护经费和县乡养护经费分别
安排下达的方式。县乡养护经费由省汽车养路费切块补助一
部分，不足部分由地方自筹解决(手拖费安排一部分，地方财
政预算安排一部分)。

(三)农村公路养护生产运行机制

目前，县道公路的养护生产(包括日常养护和大中修工程)基
本上采用国省道的养护运行机制，走养护市场化的路子，主
要由专业养护队伍(养护公司)进行养护，公路管理机构负责
行业管理。乡道公路的日常养护工作主要由乡镇政府负责，
公路管理机构负责行业指导和给予一定的经费补助(或以奖代
补)。

我省乡村道的养护生产运行机制归纳起来大体上有以下几种
模式：

模式一：由乡镇成立固定的专门养护队，负责乡村道的日常
养护和大中修。养护队有固定的工作场所，并有少量的机具
设备;养护资金由交通部门补助一部分，不足部分由乡镇财政
解决。这种模式一般在经济较发达的乡镇采用较多。



模式二：乡镇政府按行政区域将乡村道公路的路面保洁、巡
查、行道树维护等日常管养工作分段包给沿线村委会，再由
村委会将乡村公路养护工作承包给村里的农户。大中修工程
通过招投标，由专业队伍施工;养护资金由交通部门补助一部
分，不足部分由乡镇财政和村委会解决。

模式三：由村委会组织，一年对行政区域内的乡村公路集中
进行二、三次季节性、不定期的突击养护(保洁和少量的维
修)。这种模式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特别山区)采用较多。养护
资金由交通部门补助一部分，不足部分主要通过投工投劳解
决。这种模式养护成本相对较低，但缺乏长效的管理手段，
而且养护质量较差。

二、目前我省农村公路养护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农村公路路况总体水平较低，区域间差异较大

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地域差异较大，加之长期养护管
理“缺位”，致使农村公路基础薄弱，路况总体较差，公路
等级普遍较低，绝大部分为准四级或等外公路。且绝大部分
乡村道路的桥梁又是由民间桥梁改造利用，病危桥梁较多，
道路安全设施、标志标线也不够齐全。

(二)农村公路养护管理主体不明确，责任不落实

《公路法》对县道、乡道公路的养护管理主体作了规定，但
对村道养护管理的责任主体没有明确规定。由于村道公路至
今未有明确定义、管理主体不明确，养护管理严重“缺位”。
虽然县道和部分乡道养护由县交通局或所属的公路管理机构
负责，乡道养护责任归属乡镇，村道养护责任名义上也落实
到乡镇，但因经费无着落，乡镇基本上不管。农村公路养护
管理“缺位”现象仍普遍存在。在地方政府方面，由于乡村
道公路养护管理的责任主体不明确，部分乡镇认为乡、村道
路建好以后，养管工作就是交通部门的事，没有把乡村公路



的管养工作纳入正常的政府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范畴，个
别地方还出现损坏或破坏乡、村道路的现象。而且，地方政
府重建轻养现象也较为突出。

(三)农村公路养护资金投入严重不足，养护资金缺少来源，
资金筹措缺乏相应的保障机制，正常养护无法维持。

20__年公路养护体制改革后，县道和乡道养护经费主要由汽
车养护费切块补助和地方手拖费、摩托车费补助解决。但由
于长期以来政府及有关部门重视公路建设的投入，忽视养护
管理的投入，使得县乡道公路养护经费不能足额到位，县乡
道公路养护管理不能到位。

村道公路由于一直未纳入交通公路部门的管养范围，没有正
常固定的养护经费来源，而多数村在修建村道公路时已负债
累累，根本无法筹出资金来养护，导致村道失养情况普遍严
重。加之农村费税改革后，财政支付转移用于农村公路养护
的资金太少，农村公路养护资金得不到有效保障。如，温岭
市现有机动车保有量近26万辆，并将以35的速度快速增长。
目前超限运输问题严重，公路养护成本大为增加，但养护资
金投入甚少;仙居县每年通过支付转移的农村公路养护资金
是100万元，其中40万元用于发放县道养路工工资，剩下的60
万元由财政核发到各乡镇，用于2392公里乡村公路的养护，
每公里年养护资金250.8元。

(四)养护管理机制不健全，养护质量难以保证，缺乏农村公
路养管长效机制。由于农村公路养护管理的责任主体不明确，
农村公路的养护管理机制无法建立，特别是县、乡、村三级
养管体系未真正建立，缺乏农村公路养管长效机制。绝大多
数乡镇没有固定的管养机构和专业的养护人员，无论是技术
还是设备都无法承担农村公路管养任务，养护质量难以保证。

三、建立以县为主的管养体制和运行机制



鉴于我省农村公路及其养护管理的现状，为解决农村公路养
护管理“缺位”，改善并提高农村公路路况，推进社会主义
新农村建设，我们根据国办发[20__]49号文件精神，结合我
省实际，拟定了《浙江省农村公路养护与管理办法》及《浙
江省农村公路养护体制改革实施方案》，提出了我省农村公
路养护与管理体制建设的目标是：用三年左右时间，基本建
立符合我省实际的、新型的“统一领导、分级管理、条块结
合、以县为主”的农村公路养护与管理体制和“管养分离”
的运行机制，实现农村公路养护与管理工作的正常化、制度
化和规范化，确保农村公路路况良好、路产完整、路权得到
有效保护。

(一)明确责任主体，建立健全农村公路养护管理体制

各级人民政府应将农村公路的管理纳入管理工作的范畴。县
级人民政府是农村公路养护与管理的责任主体。乡级人民政
府和村级组织，应当切实认真履行上级政府制定农村公路管
理、养护、保护以及养护资金筹措等方面的具体职责，明确
相应的职能部门或专职机构，并落实农村公路养护管理生产
专职人员。

各级交通主管部门作为政府执行部门，应将农村公路的管理
养护工作纳入行业管理范畴，加强指导、考核、监督。其所
属的各级公路管理机构作为公路行业管理的实施部门，应落
实人员、增设相应的内设机构。省级公路管理机构增设农村
公路养护科，市级增设农村公路养护科(原有县乡养护科的可
改称为农村公路养护科)，县级相应增设农村公路养护科。农
村公路养护技术管理人员每个县级公路管理机构增加15-25名，
省市级公路管理机构增加15-25名，切实履行农村公路养护管
理的监督、指导、管理职责。

(二)建立稳定、长效的农村公路养护与管理资金渠道

各级人民政府和村级组织都应按照“县乡自筹、省市补助”



的原则，积极组织筹措农村公路养护与管理资金，建立由财
政投入、养路费和其他资金共同组成的多渠道的农村公路养
护与管理资金筹措机制，建立健全养护资金的保障体系。由
于农村公路量大面广，养护经费全部由国家承担目前尚不可
能，应不断拓宽多种资金筹措渠道：即除手拖费全额用于农
村公路养护外，省、市在政策允许范围内争取补助一部分，
县财政列出专项资金承担一部分，乡镇也自筹一部分(可以通
过投工投劳形式解决)，积极鼓励社会、个人捐资等。

(三)实行管养分离，推进农村公路养护市场化，利用市场机
制合理配置公路养护资源，逐步建立科学、高效的公路养护
运行机制。

农村公路养护管理可实行“分级管理、分级养护”的管养运
行机制，逐步形成“政府监督、行业管理、主体负责、承包
人实干”的四级农村公路管养保证体系。推行招标养护、委
托养护、合同养护、承包养护等模式，建立健全养护市场。
农村公路大中修工程通过招投标方式选择有资质的养护施工
单位;日常小修保养由行政村落实农民养护工具体负责养护。
养护形式可多样化：平原地区乡镇可在养护里程较多的区域
成立农村公路养护站，集中负责该片区的农村公路养护;山区
养护里程短的或路线比较偏的农村公路养护，可承包给个人
或家庭养护，根据农业生产特点，实行弹性养护制，忙时干
农活，闲时养村道，不拘形式养好路。农民养护工按照养路
的好坏或达标率，从村委员会或乡镇政府领取劳动报酬。公
路部门负责做好监管和技术指导，并负责培训农民养护工，
真正做到：责任在乡镇，实施在村组，受益在群众。

(四)建立健全农村公路养护管理考核管理长效机制。

建立和完善县、乡(镇)、村农村公路养护管理考核机制。省
里应抓紧出台农村公路养护标准和管理办法，为养护工作监
督考核提供依据。县级政府要将农村公路养护纳入对乡镇考
核的内容，乡镇政府要明确一名副职领导专职负责此项工作。



乡(镇)政府要建立对村的养护管理考核机制。建立养护经费
拨付激励机制，将拨付的资金与农村公路养护路况直接挂钩，
行业部门与乡镇签订合同，实行定期目标考核，并将考核结
果公示，根据考核结果拨付养护资金和奖励经费，确保农村
公路的养护质量。金华市浦江县就是通过考核激励机制，加
强农村公路养护管理，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四、因地制宜，采取多种养护管理模式

由于我省农村公路总量和增量很大，地区差异也比较大，其
养护管理的模式不应搞全省“一刀切”，要区别发达县市和
欠发达县市、平原地区和山区、低等级公路和高等级公路的
差异，走专业管理和乡村基础管理相结合、专业养护和乡村
养护相结合的新路子，充分发挥公路站、交调站、村级组织
等基层单位的作用，因地制宜，积极探索适宜当地情况的管
理方式。

(一)农村公路的管养模式分析

根据国务院国办发〔20__〕49号文精神，农村公路养护管理
按照“统一领导、分级管理、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原则，
形成国家、省、市(地)、县四级交通行业管理，县、乡(镇)
政府、村或交通部门分级实施的管养体制。农村公路管养的
多方参与已成为突出的特点。农村公路的管养既有直接实施
者，又有多个间接参与者，既有行业管理者，又有具体组织
实施者。农村公路养护管理按照生产的机械化和专业化程度
不同，基本可以分为四种，即：群众突击季节性养护、分段
承包养护、道班养护、专业公司养护。

1、群众突击季节性养护。这曾经是农村公路养护中采用最多、
最为广泛的一种方式。费税改革前，许多地方都规定农村居
民必须承担法定公路建勤义务工和车辆建勤工，利用农闲季
节集中养护农村公路。该方式组织者一般是乡级政府或者村
委会，群众出劳动力，市(县)交通部门或乡级政府补助部分



砂石材料费。主要适用于道路等级低、交通量小、专业机械
化难以开展的乡道和村道，尤其是路线长、人口密度低、地
形条件相对恶劣的山区公路。该方式最大优点是充分发挥了
农村劳动力资源丰富的长处，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相对缺乏
的农村公路养护资金。但随着费税改革的实行，“两工”逐
渐取消，从政策上讲，村民已经没有进行农村道路养护的义
务，其适用范围缩小到通过“一事一议”的村道养护。

2、分段承包养护。分段承包到户的农村公路养护方式，一般
是根据路段等级、交通量大小、养护材料远近等测定每公里
所需养护经费，然后以招投标的方法承包给农户并签订承包
责任书。组织者一般为市县级公路养护部门或者乡级政府。
该方式是专业化、市场化养护公司的雏形或者低级形式，主
要用于交通量小、等级较低的一般农村道路。养护内容也仅
限于路基、路肩、边坡和低等级路面的日常性养护。优点在
于易于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引进竞争降低了养护成本，且小
规模零星作业方式，比较符合农村公路分布广的特点。

3、道班养护。这是目前农村道路使用最为广泛的一种方式。
主要分为三类：一类是由县级交通管理部门负责，以道班的
形式在重要农村道路沿线布设;另一类是由地方交通主管部门
领导，在乡级政府成立派出机构，如交管所或者交管站，从
事养护生产;第三类由乡政府领导的机构对乡道进行养护。该
方式优点是具备一定的养护机械和相对固定的人员，道路养
护质量较高，基本能够完成除大中修外的农村公路和桥涵的
养护工程。缺点在于养护生产与养护管理没有分开，上述这
些机构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管理职能，养护生产的效率较低，
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养人不养路”的现象。且乡级政府领导
的养护机构多属临时性机构，常常面临资金困难，养护队伍
也不够稳定。

4、专业公司养护。养护公司是拥有独立注册资金、相应设备
及技术人员和施工资格,在工商税务部门注册登记，具有独立
资金调配和人事权利，在法律上与公路管理部门处于独立平



等地位，真正面向市场的经济实体。按照性质可分两类：一
类是适应市场要求，由社会性资金投资建立起来的股份制公
司;另一类是由原来的公路管理机构剥离管理职能后，经过改
制建立起来的股份制公司。专业公司养护真正实现了养护的
管理与生产分离，最大限度地提高了养护资金的使用效果，
同时养护公司从具体的事务管理脱离出来，转向合同管理，
公路养护质量高、效率高。其缺点在于，由于农村公路分布
相对分散，对于农村公路养护市场不够大的地区，尚难以全
面推广。且农村公路养护采取专业公司养护的方式，还存在
以下问题：一是农村公路养护市场主体较少，投标不具备竞
争性;二是资金问题;三是目前对承包商的有效监督机制尚未
建立。

(二)农村公路养护管理模式探讨

根据上述四种养护管理方式的分析，我们认为抓好农村公路
养护管理，要将群众突击季节性养护、分段承包养护、道班
养护、专业公司有机结合起来，逐步建立起“机构精干、体
系完整、职能明确、权责一致、管理顺畅、运转协调、行为
规范、有效监督、办事高效”的养护管养体制。

1、实现养护管理和养护生产的分离或部分分离。把公路养护
生产从管理机构中分离出来，组建农村公路养护公司，实行
企业化管理。明确公路管理部门与养护公司为业主与施工单
位的关系，对公司养护机构的人事、用工等问题由企业自主
进行。对于难以实现管养分离的，可以通过人员分类管理实
现部分分离。

2、在农村公路养护市场不够成熟或难以发挥市场作用的时候，
根据各地的特点和不同情况，积极探索建立和健全专业养护
与群众养护相结合，常年养护与季节性养护、流动性养护相
结合制度，建立完善各种形式的养护承包责任制，包括分段
到户、道班承包等，全面推进定额养护和计量支付。公路管
理机构对养护生产的管理要逐步实现合同管理。



3、根据本地区农村公路的技术等级、路面结构型式等特点，
制定相应的养护技术标准，推广应用公路养护的新技术、新
材料、新工艺、新方法，降低养护成本，发挥养护资金效益。
在一定的管理体制条件下，充分实现养护方式的多样性，保
证其足够的灵活性，以最大程度利用养护资金。

4、积极培育农村公路养护市场，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
础性作用。首先要积极培育县级农村公路养护市场，并逐步
融入整个公路养护市场中。改变原有养护在较为封闭的行业
内部进行的方式，以提高养护生产效率和资金使用效率，将
养护生产逐步推向社会，适应市场化要求。

5、积极筹措包括养路费、财政转移支付和手拖费等各方面资
金，逐步实行公示、招标和引入竞争机制，提高农村公路养
护供给效率。在养护资金有限的条件下，实行公开招标和引
入竞争机制，实现业主、养护施工、养护监理三方面相互监
督、相互协调、共同发展的农村公路养护管理新体制。

(三)农村公路养护的具体组织形式

1、农村公路日常养护的组织形式，由县级交通主管部门和公
路管理机构会同乡(镇)人民政府按照因地制宜的原则确定。
一般应通过招标等市场化运作方式，选择有相应养护资质的
单位实施。农村公路大中修养护工程和县道日常养护可由县
级公路管理机构负责。对自然条件特殊，难以通过市场化运
作方式选择养护单位的乡道、村道公路，应充分发挥乡级政
府和村级组织的作用，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委托、个人(农
户)分段承包等多种形式的养护方式，同时农村公路日常养护
工作，也可以通过竞争方式承包给公路沿线的村民，促进农
民就业和增收。

同时，鼓励干线公路、农村公路大、中修工程捆绑招标，面
向社会公开择优选定具备资质条件的公路养护公司，充分发
挥专业管理、施工、监理队伍在农村公路养护工作中的作用。



鼓励通过竞争方式，将油路挖补和水泥路修补等小型养护工
程捆绑承包给专业化养护队伍，实行合同管理、计量支付。

2、在农村公路养护管理实行“以县为主”的体制后，要加强
对新体制的研究、指导工作，努力探索农村公路大中修工程、
日常养护管理、桥梁隧道管理和养护市场化管理的新情况、
新问题。坚持“因地制宜、大胆试验”的原则，指导总结好
农村公路养护管理的模式。特别是要加快对乡、村道公路养
护管理模式的研究，充分鼓励、发挥乡、村两级组织在养护
管理中的积极性。对各地探索的“分管分养、统管分养、乡
管乡养、乡管村养、乡管民养、乡管市场养”的模式加以总
结提升，建立符合我省实际的管养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