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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战鹏　党委委员　纪委书记

师延强　党委委员　副局长

宋晓青（女）党委委员　工会主席

李进成　党委委员　副局长

郭宏伟　党委委员　总工程师

【渭南市公路局】

王自茂　党委书记　局　长

邢卫军　党委成员　副局长

蒋卫平　党委成员　副局长　总工程师　

薛跃武　党委成员　副局长

屈继宏　党委成员　纪委书记

谢建平　党委成员　工会主席

【延安市公路局】

李成伟　党委书记　局　长

寇君胜　党委副书记

杨光华　党委委员　副局长

吴尚德　党委委员　副局长

刘　洪　党委委员　副局长

【榆林市公路局】

杨　欣　党委书记　局　长（2022.04—　）

崔　斌　党委副书记

郭鹏飞　党委委员　副局长

杨　青　党委委员　总会计师

田建文　党委委员　副局长

孙长锋　党委委员　副局长

李少平　党委委员　总工程师

【汉中市公路局】

康　壮　局　长（　—2022.04）

　　　　党委副书记（　—2022.03）

蔚文波　党委副书记　局　长（2022.04—　）

郭庆利　党委委员　副局长

张文生　党委委员　副局长

陈国龙　党委委员　副局长

刘万忠　党委委员　总会计师

程　蕾　党委委员　纪委书记

张国文　参　事

张宗明　县级干部（　—2022.05）

王万昌　县级干部（　—2022.08）

【安康市公路局】

崔世富　党委书记　局　长（　—2022.07）

尹正涛　党委书记（2022.08—　）

胡裕成　局　长　（2022.07—　）

周云举　党委委员　副局长 

袁朝庆　党委委员　纪委书记（　—2022.07）

柯小平　党委委员　总工程师（　—2022.09）

王　上　党委委员　副局长（　—2022.09）

李文斌　党委委员　副局长（2022.09—　）

【商洛市公路局】

杨新友　党委书记　局　长

屈学良　党委委员　副局长

卢会民　党委委员　副局长

盛　建　党委副书记（　—2022.06）

刘斌锋　党委委员　副局长

杨　铂　党委委员　纪委书记（　—2022.09）

田　静（女）　党委委员　总会计师

路　鹏　党委委员　总工程师

贾　毅　党委委员　副局长（2022.06—　）

陈　波　党委委员　纪委书记（2022.11—　）

公路行业发展与改革

公路行业发展

【公路概况】　2022 年底，陕西省公路总里程 185606.93

公里，其中国道 14605.62 公里，省道 12111.69 公里，县道

19038.23 公里，乡道 25265.99 公里，村道 114416.04 公里，

专用公路 169.33 公里；高速公路 6700.04 公里，一级公路

2314.48 公里，二级公路 10324.64 公里，三级公路 15540.43

公里，四级公路 141786.49 公里，等外路 8940.85 公里。公

路密度 90.28 公里／百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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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建设积极推进】　2022 年，高速公路建设稳步推进，

西安外环高速公路南段、澄城至韦庄、韦庄至罗敷、宁陕

至石泉等 4 个高速公路项目建成通车，新增通车里程 212

公里。全省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 6700 公里。按照扩投资、

稳经济、防风险要求，省市均成立高质量交通项目推进年

工作专班，强化调度督导。各级项目管理部门坚持问题导

向，紧盯影响项目建设的用地、资金等关键问题，周密部署、

精心组织、攻坚克难、狠抓落实、强力推进，普通干线公

路建设规模达 1600 公里以上，14 个项目建成通车，通车里

程 231 公里。新改建农村公路 9550 公里，实施农村公路桥

涵配套工程 3583.9 延米、危桥改造 6622 延米，村道安防工

程 3816 公里。汉中市每季度评选“红黑榜”，夯实责任，

强力推动；铜川市通过发行专项债、PPP 模式等多渠道筹

措建设资金；宝鸡市委市政府把征地拆迁和环境保障作为

“一把手”工程，主要领导亲自抓；安康市将公路建设纳

入市委市政府“狠抓落实办公室”管理事项，保障宁石高

速和 4 条干线公路按期通车。

2022 年 11 月 15 日，2021 年度全省最大公路水
毁修复工程项目 312 国道永寿永平重大水毁修复工
程，经过 6 个多月的加紧抢修，已全面恢复通行

（咸阳市公路局）

【公路养管水平稳中有升】　2022 年，全省公路养管单位

紧扣设施更加安全畅通、养护更加专业可靠目标，着力提

升路况水平和服务品质。西安、汉中市公路局围绕安全精

细、智慧管理，积极打造高质量美丽公路。路面大中修及

预防性养护工程高速公路完成 500 车道公里以上，普通国

省道完成 1000 公里以上。实施普通国省道危桥（隧）改造

工程 132 座，316 国道安康蜀河钢管混凝土汉江大桥建成通

车。公路承灾体普查、长大桥梁结构健康监测系统建设、

公路安全设施精细化提升等部省专项工作高质量完成。完

成干线公路水毁修复工程 1099 处，当年修复率达 98%。咸

阳 312 国道永寿特大滑坡治理、商洛 242 国道三道河路改

桥等重大水毁修复工程如期完工。全省高速公路路面技术

状况指数 PQI 均值 94.38，优等路率 92.43%，整体处于优等

水平；普通国省道路面技术状况指数 PQI 均值 86.80，优良

路率 84.27%，总体处于良等水平。加快升级公路服务设施，

无障碍设施完善、货车停车位改造、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

站建设圆满完成。陕西交控集团创新打造柞水、子午等一

批“服务区 + 旅游 + 文化”特色主题服务区；咸阳、铜川、

韩城等市着力打造休憩舒适、绿美宜人的公路驿站。召开

全省深化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现场会，全面推进改

革试点工作。全省所有涉农县（区）实现县、乡、村三级“路

长”全覆盖，农村公路管养基本实现行业行为向政府行为

的转变。完成农村公路路面自动化检测任务。完成农村公

路水毁修复投资 77.3 亿元，项目 5342 个，全面完成水毁修

复任务。

【“四好农村路”服务乡村振兴】　2022 年，全省公路行

业深入开展“百日提升”“百日督帮”行动，按期完成乡

村振兴考核评估发现问题整改任务。建立和完善防返贫动

态监测机制，及时修复因水毁造成的建制村“通返不通”。

出台交通行业支持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工作推进方案，

明确国家重点帮扶县交通补短板促发展项目清单和倾斜政

策，支持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以省政府名义组织召开“四

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视频会。出台陕西省“四好农村路”

示范创建评选标准和评选办法，宝鸡市和韩城、陇县等 16

个市（县）被命名为 2021 年度省级示范市（县），扶风、

周至、榆阳等 3 个县（区）顺利通过 2022 年度国家级示范

县评审。深入开展“最美农村路”推选宣传，韩城市芝东

路芝阳花椒产业园区公路等 10 条农村路荣获 2021 年度全

省“十大最美农村路”称号，宝鸡市陈仓区九龙山旅游公

路被交通运输部评为 2022 年度“生态宜居路”第一名，顺

利入围全国“十大最美农村路”评选。

【路产保护新机制加快构建】　2022 年，全省公路行业积

极做好普法宣传 , 动漫宣传视频参加全国优秀法治视频评

选。加快构建路产保护与公路养护、交通综合执法联勤联

动机制。宝鸡、汉中、渭南率先建立路产保护与综合执法

协作机制，路产保护效能显著提升。加大路产巡查力度和

追赔力度，全省普通干线公路和农村公路路产损失追偿率

分别达 95%、85% 以上。完成路产保护信息系统升级改造，

实现业务流程优化、功能重塑、系统重构。完成 11 个市（区）

治超联网信息系统部署和 7 个检测站维修改造方案审查。

持续做好货车进站检测和违法信息抄送，普通干线公路超

限率保持在 2% 以内。持续提升大件运输服务效能，完成第

一批 15 个大件运输高速公路高频通行收费站升级改造任务。

完成大件运输系统功能升级改造，实现现场核查、受理状态、

办证结果点对点推送。上线“大件掌上办”，方便群众手

机提交申请、查看进度，全年完成大件运输许可 13.8 万件。

【应急保障和路网服务效能提升】　2022 年，全省公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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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切实加强重点路段和重要时段路网运行监测和公路保通

工作，针对夏季汛期公路水毁严重和冬季雨雪冰冻公路受

阻等情况，加强预警防范，全力以赴抢险，实现绝大部分

路段即堵即抢、即抢即通。重点保障京昆高速改扩建路段

及绕行路线、迎峰度夏能源运输通道安全畅通。不断规范

应急值班值守工作机制，及时准确向社会发布即时路况信

息，省公路局联合省高速公路收费中心发布《2021 年度陕

西省公路网运行白皮书》。完善陕西省公路网管理与应急

指挥系统，开发视频自动检测预警系统、路网运行监测可

视化平台，适时组织视频调度会商，加大公路视频轮巡频

次，全面提升路网监测和应急处置水平。印发《陕西省市

县公路网管理与应急指挥中心建设及运行指南》，并纳入

全省地方标准编制项目。省公路应急中心探索“事企合作”

新模式，组建专业化省级公路应急抢险队伍。交通安全应

急会商调度工作任务圆满完成。举办全省公路突发事件应

急综合演练、公路冬季防滑保畅应急演练，为各级公路部

门应对典型公路突发事件提供示范。

【安全生产形势平稳可控】　2022 年，省公路局及时提出

贯彻落实国务院安委会 15 条硬措施、陕西省 50 条硬措施

的具体意见，部署推进三年行动巩固提升和安全生产强化

年工作，督促各部门有效履行监管责任。紧盯涉及公路行

业的省级挂牌涉路安全隐患，督促整改、跟踪问效。按期

完成 2022 年省级挂牌督办的神木市沙母河大桥和 G310 法

汤路桥下道路安全隐患整治任务。积极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制订清单台账，扎实推进整改工作。印发《贯彻落实全省

交通运输领域安全生产“百日攻坚”行动方案分工方案》，

推动“百日攻坚”行动走深走实，派员驻安康市进行为期

70 余天的安全生产百日行动督导检查。配合省厅开展包保

督查和物流保畅工作，精心组织以公路安全隐患排查治理

为重点内容的行业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认真开展安全生产

宣传月活动，科学精准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常态化推进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全力保障行业总体安全稳定。

【科技信息技术赋能行业发展】　2022 年，省公路局以业

务系统推广应用为抓手，以公路数据资源整合和开放共享

为目标，以网络安全运维为根本，稳步推进信息化和网络

安全各项工作。积极引导各市开展“数字公路”建设，推

进全省公路行业信息传输网络建设，完成陕西省公路养护

管理系统、陕西省公路综合业务管理平台建设，整合全省

公路行业数据资源，实现数据交换和开放共享。开展公路

行业网络安全预警监测，为信息化管理提供安全、稳定、

可靠的网络运行环境。持续推进科技创新，推广应用养护“四

新”技术 10 项，旧路面再生、高性能路面预防性养护材料

等绿色环保耐久新技术广泛应用。认真组织开展行业科技

交流活动 , 激发行业科技创新热情。

公路行业改革

【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试点取得新突破】　2022 年，

省交通运输厅继续推动深化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试点

工作，并取得阶段性成果。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四好农村路”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切实解决“四好农村路”

工作中管好、护好的短板问题，加快建立农村公路管理养护

长效机制，2020 年 11 月，省交通运输厅联合省财政厅印发《关

于组织开展我省深化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

通知》（陕交发〔2020〕98 号），确定西安市 1 个市级试

点和长安区、彬州市、大荔县、神木市、镇安县 5 个县级

试点地区，要求各试点地区于 2021 年制定改革试点实施方

案，制定完善相关措施和配套政策，2022 年试点工作取得

显著成效。 2022 年 6 月 14 日，省交通运输厅在商洛市镇

安县召开全省深化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试点推进现

场会，总结出“政府高度重视，完善顶层设计；完善体制

机制，夯实各级责任；强化资金保障，多渠道筹集养护资金；

创新养护模式，规范养护管理行为；示范带动，提升养护

管理服务水平”五大工作经验，对改革试点工作提出新要求，

全省改革试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

【西安市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试点经验】　2022 年，

西安市作为省交通运输厅和财政厅确定的唯一市级试点单

位，经过 4 年探索，总结出六条经验。一是注重典型经验借

鉴。2020 年 8 月，西安市政府领导带队，交通、财政等部

门和区县政府负责人参加，对四川成都、浙江湖州市等农村

公路管养保障、资金筹措等经验做法进行实地考察学习。借

鉴经验，理清西安市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思路。二是

首创养护资金补助标准。2019 年 3 月，西安市政府出台《关

于加快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的意见》，明确市与区县共

担农村公路日常养护资金的标准，二级以上农村公路和县、

乡、村道每年每公里分别不低于 3 万元和 1.5 万元、0.9 万

元、0.3 万元，高出省定标准 50%，助推农村公路由单一管

养向综合管养转变。三是差异化分担养护资金。西安市政府

科学设置市与区县农村公路日常养护资金分担比例，对财政

困难的蓝田、周至县，市、县按 7∶3 比例分担，其他区县

按 5∶5、3∶7 差异化分担，为改革试点资金保障机制建设

工作提供“西安模板”。四是强化建养资金保障。按照养护

工程省补标准，即县、乡、村道每年每公里分别补助 1.5 万

元、0.6 万元和 0.1 万元，市财政按 50% 纳入预算并足额配套。

同时，按照省、市、区县 3∶3∶4 的比例要求，市财政足额

落实安全生命防护工程补助资金，并纳入预算。试点以来，

市财政累计补助 7000 余万元，有效减轻区县配套资金压力。

五是创新管养体系。2021 年，市政府印发《全面推行国省

干线公路和农村公路“路长制”实施办法》，建立市、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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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村四级“路长制”，健全“政府主导、部门联动、社会

参与、综合治理”公路管理体系。建立市级联席会议制度，

涉农区县全部成立领导小组，健全规章制度，压实属地责任，

推动形成机构完备、运转高效的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系。

六是完善政府绩效考核。2022 年，市政府印发《全面推行

国省干线公路和农村公路“路长制”实施办法及考核办法》，

把“四好农村路”建设和“路长制”纳入市、区县、镇街

目标责任考核，每半年组织一次考核。将农村公路管理养

护纳入绩效考核，每季度由市交通运输局、市财政局联合

组织考核，督促区县政府及时、足额落实日常养护配套资金。 

2022 年度陕西省十大最美农村路——渭南市富平
县美杨公路 （渭南市农村公路服务中心）

【镇安县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试点经验】　2022 年，

镇安县作为省交通运输厅和财政厅确定的县级试点单位，

经过两年多探索，总结出“四个四”解决长期困扰农村公

路管理养护中的“谁来管、管什么、怎么管、管长远”问

题。 一是通过构建责任有主体、管理有机构、管养有人员、

工作有标准的“四有体系”， 解决“谁来管”的问题。 二

是通过明确确保路畅、确保路洁、确保路安、确保路美“四

项职责”，解决“管什么”的问题。 三是通过推行道班专

业化管护、隧道智能化管护、建养一体化管护、群众多元

化管护“四种模式”，解决“怎么管”的问题。 四是通过

建立路权管理、考核奖惩、资金保障、示范带动“四项制度”，

解决“管长远”的问题。 通过改革，有效破解全县农村公

路管护难题，初步实现农村公路管护“由行业主导向政府

主导、由粗放管护向精细管护、由被动管护向主动管护、

低效管护向高效管护”四个转变。  

【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试点相关经验】　2022 年，

西安市长安区、彬州市、大荔县、神木市作为省交通运输

厅和财政厅确定的县级试点单位，经过两年多探索，都总

结出相应的经验，为全省深化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

打下坚实基础。一是西安市长安区总结出全区“一盘棋”、

建设高标准、抓实“路长制”、人居环境美、大力建设旅游“富

民路”五条经验。二是大荔县总结出通过强化组织领导有力、

政策指导到位、机制运行高效三个保障，筑牢试点改革基

石；通过推行“一岗双责双酬”标准化养护、公路养护专

业市场化运营、公路养护信息化管理三个模式，激发试点

改革活力；通过建立“路长制”、长效“管护制”、创新

“巡查制”、强化监督“考核制”四项机制，提升试点改

革成效三条经验。三是神木市总结出加强领导，明确权责；

拓宽渠道，保障投入；科技引领，高效管理；示范带动，

全面发展；注重考核，强化监管五条经验等。

（省交通运输厅　省公路局　年鉴编辑部）

公路建设

高速公路建设

【高速公路建设概况】　2022 年，全省高速公路建设稳步

推进，西安外环高速公路南段、澄城至韦庄、韦庄至罗敷、

宁陕至石泉等 4 个高速公路项目建成通车，新增通车里程

212 公里。全省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 6700 公里。陕西交控

集团高速公路建设全年完成投资 108.23 亿元，占下达投资

计划 98.03 亿元的 110%。西安外环高速公路南段顺利建成

通车，总长 270 公里的西安外环高速全线通车，对完善全

省“2367”高速公路网规划、构建大西安综合立体交通运

输体系具有重要意义。京昆高速蒲城至涝峪口改扩建、安

岚高速岚皋至陕渝界段、眉县至太白、麟游至法门寺、丹

凤至山阳高速公路等续建项目有序推进。包茂高速曲江—

太乙宫改扩建、西安—兴平高速改扩建、马家堡—泾阳高

速公路、洛南—卢氏（陕豫界）高速公路、兵马俑专用线

公路改扩建等项目开工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