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宛城区农村公路管理所

精细养路 打造畅安舒美出行环境
本报讯（通讯员 刘莹 石

煜） 自 3 月打响春季农村公路
养护“大会战”以来，宛城区农
村公路管理所紧紧抓住季节性
养护的黄金时机，精心组织、周
密安排、 多措并举、 全力打造

“畅安舒美” 的道路通行环境，
切实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细化工作任务。 该所利用
春季有利时节，做好路面病害
处置，对路面裂缝、坑槽、沉陷
等病害进行挖补，做到平整无
坑槽，行车顺畅。 根据每条线
路的绿化特点，因地制宜开展

绿化管护。 对公路标志标线、
里程碑、百米桩、警示桩、警示
墩等附属设施缺失的进行补
充、刷新。 重点路段进行安全
隐患整治，完善农村公路安防
配套设施。

优化路域环境。 该所坚持
将农村公路春季养护大会战
与“四好农村路” 巩固提升、

“美丽农村路” 创建等工作相
结合， 集中对辖区内的路肩、
边坡、边沟进行修整，确保路
肩平整、边坡稳定、边沟畅通。
加大路面保洁力度，采用机械

化养护和人工养护相结合，加
大洗洒车作业频率，确保路面
干净整洁无扬尘，进一步优化
道路沿线两侧及周边的环境，
为群众的生产、生活提供优良
的道路通行保障。

截至目前，该所在养护“大
会战”中累计出动 2000 余人次，
投入机械 80 余台次， 清扫路面
2000 余公里， 清理路肩和边沟
杂物 78 公里，灌缝 12000 余米，
处理路面病害 4600 余平方米，
整修路肩 50 余公里， 补栽绿化
苗木 4000余株。 ①5

中心城区 6 条道路改造提升后恢复通行，本报记者现场体验———

路畅城美 百姓出行更便捷
□本报记者 张戡

卧龙区围绕花、草、菌做足文章

特色产业奏响“富民曲”
□本报记者 王宜迪 通讯员 曹飞

日前，中心城区明山路（孔
明大道至滨河大道段）、馆前路
（汉画街至车站路段）、 人民路
（范蠡路至张衡大道段非机动
车道）、申伯大道（关帝庙路至
建设路段快车道）、 车站南路
（雪枫路至涧河大道段快车
道）、卧龙路（车站路至滨河大
道段快车道）6 条道路开放通
行。 记者前往这 6 条道路试行，
发现不少过往市民对这几条新
修道路赞不绝口。

在车站南路与涧河大道交
叉口， 记者看到双向十快车道
的柏油马路上不少车辆正在通
行。 绿化带里各类绿植已经栽
种完毕， 道路两侧的路灯也已
全部安装。 位于附近的卧龙区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一名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这条路开通前这
里是一片菜地。 以前，我下班需
要绕行北京路， 环绕城区半周
才能到家。 不想绕路时，我常常

从旁边的金牛路回家， 但道路
又窄又挤，通行困难。 车站南路
打通后，我回家既不用绕路，也
不用走小道，省时又省心。 ”

在车站南路与雪枫路交叉
口，记者看到，市市政工程公
司的工作人员正在慢车道铺
设沥青，栽种草木，架设路灯。

“该工程快车道已开放通行，
现在仅剩下部分慢车道的沥
青铺设收尾工作，整条道路将
很快全线开放。 ”该公司工作
人员表示。

在馆前路（汉画街至车站
路段），记者看到，宽阔的柏油
马路直通汉画馆门前， 不少外
地游客驾车前来观光游玩。“现
在汉画馆、三顾广场、卧龙岗景
区实现了观光游玩一体化。 汉
画馆门前这条路修好后，
感觉整个景区的档次都提
高不少。 旁边还有专门新
建的停车场， 驾车到此很

方便。 ”有游客这样感叹。
随后， 记者又前往申伯大

道（关帝庙路至建设路段快车
道）， 看到新修的道路宽阔平
坦。 一位市民笑着告诉记者：

“我们就在附近居住，这条路修
得又宽又好， 出行比以前便捷
得多。 每天在这样的路上通行，
大家都感到很开心。 ”

记者又去其余几条道路上
体验了一番， 明显感觉道路宽
了，车辆、行人行进速度快了，
拥堵情况改善了。 谈到新修好
的几条道路， 一位市民竖起大
拇指：“要想富，先修路，这老话
说得一点都没错。 新修、改扩建
的几条道路极大改善了城区的
拥堵情况， 真是为市民办了实
事、好事。 ”①5

“五一”假期，成片的月季花在卧龙区科
圣大道月季产业景观带竞相怒放， 一车车月
季花种苗从这里走向全国各地， 展示着花卉
经济蓬勃的生命力。

花卉经济助力乡村振兴
卧龙区是中国月季之乡， 该区依托资源

禀赋，大力发展以月季为代表的花卉经济。 全
区月季种植面积达 6.7 万亩， 年产值 20 亿
元，带动就业 9.3 万人，产品远销德国、荷兰
等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 苗木供应量占全国
70%，出口量占全国 80%。 以南阳月季的发源
地卧龙区石桥镇为例， 全镇月季种植面积达
8000 亩，带动农户 2000 余户，从业人员 3000
余人，年经济效益 2 亿元以上。

菌类产业带动群众增收
据了解，卧龙区英庄镇党委、政府结合当

地土地资源丰富的有利条件， 吸引种植大户
和群众参与，走出一条“政府引导、支部主导、
群众参与”的产业大棚致富新路子。 以吕盘村
为中心，联合高营村、相子树村、南刘营村等
村级党组织， 成立英庄镇羊肚菌特色产业发
展联合党支部，统筹推进羊肚菌产业发展。 目
前， 在卧龙区英庄镇吕盘村已集中建设羊肚
菌大棚 110 座， 羊肚菌种植已经带动周边 5
个村、80 余户困难群众年均增收万元以上，村
集体经济收入增收 5 万元以上。

距英庄镇 50 公里远的潦河坡镇，种植香
菇近年来成了当地群众致富的好门路。“这几
年，我们家一直在种香菇，收入增加了不少，
比前几年在外面打工强。 ”该镇杨堂村香菇种
植大户刘光茹说。 潦河坡镇把香菇种植作为
全镇主导产业来抓，在崔坊、沟口、杨堂等 8
个村发展香菇种植产业， 建成现代化香菇种
植示范基地 3 个， 并以合作社为龙头， 采取

“合作社+农户”经营模式，带动周边群众从事
香菇种植。 目前，潦河坡镇种植香菇近 100 万
袋，年纯收益 330 余万元，带动 200 余户群众
增收。

艾草经济打造特色名片
卧龙区是全国艾草加工原发地， 是道地

药材南阳艾生产区和集散地，艾制品销售额、
市场占有量和线上交易量占全国市场的 80%
以上。

去年 11 月建成投产的卧龙艾草产业园，
是一家以艾草加工为主的专业化园区， 是全
国规模最大的艾草产业园， 是南阳艾产业高
质量发展的新载体， 目前入驻全国各地艾草
企业 26 家，生产车间已经驻满，打造了开工
即招商、开园即驻满的典范，也是卧龙区打造
艾品牌、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打造供应
链，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推动艾草产业
转型发展的一项新措施。

近年来， 卧龙区在打造中医药特色名片
上下功夫， 通过鼓励艾草加工企业研发伴手
礼等方式，打响“南阳艾”名片。 在上海灸愈医
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展厅内，“三顾礼” 品牌
系列艾草产品格外引人瞩目———以民族品牌
身份， 将优质的艾产品及中医药传统文化输
出到世界各地。 ①5

车站南路（雪枫路至涧河大道段）快车道通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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