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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速，乡村道路作为连接城乡、促进农村经济

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其建设和管理日益受到重视。本文旨在探讨乡村道路绿化及养护管理技术的现状及

对策，通过科学规划、资金筹集、技术提升等多方面措施，提升乡村道路的绿化水平和养护管理质量，为

农村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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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rural economy and the acceleration of urban-r

ural integration，the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of rural roads，as an important infrastruct

ure connecting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promoting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are increasing

ly valued. This article aims to explore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countermeasures of rural r

oad greening and maintenance management technology. Through various measures such as scienti

fic planning，fund raising，and technological improvement，the greening level and maintenance

management quality of rural roads can be improved，providing strong support for the sustaina

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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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来，我国农村公路建设取得了显著成就，但与之配

套的绿化和养护管理工作相对滞后，影响了道路的整体美观

和使用寿命。乡村道路绿化不仅能够美化环境、净化空气，

还能提升行车安全性和舒适度，促进农村生态旅游的发展
[1]
。

一、乡村道路绿化现状

（一）规划不科学：盲目种植，隐患重重

乡村道路绿化的首要问题在于规划的不科学性。许多地

区在进行绿化时，缺乏系统的规划和科学的论证，往往只是

简单地根据领导意志或短期目标进行种植，忽视了长远的环

境效益和生态效益。这种盲目种植的结果，一是导致树种选

择不当，部分树种无法适应当地气候和土壤条件，生长不良

甚至死亡，浪费了宝贵的资源和资金；二是绿化布局不合理，

未能充分考虑道路的通行需求、行车视线、安全防护等因素，

反而可能给道路安全带来隐患。例如，在道路转弯处密集种

植高大树木，可能会影响驾驶员的视线，增加交通事故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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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
[2]
。

（二）资金不足：制约绿化发展的瓶颈

资金问题是制约乡村道路绿化发展的另一大瓶颈。农村

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财政收入有限，难以承担大规模的

绿化工程建设和后期养护费用。同时，由于资金筹集渠道单

一，主要依靠政府财政投入，而缺乏社会资本的有效参与，

导致绿化资金来源不足，难以形成持续稳定的投入机制。资

金短缺不仅限制了绿化工程的规模和质量，也影响了后期养

护工作的正常开展，使得绿化成果难以得到有效巩固和提升

[3]
。

（三）技术落后：影响绿化效果的关键因素

绿化施工技术和管理水平的落后也是当前乡村道路绿化

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一方面，缺乏专业的绿化施工队伍和

养护管理人员，导致施工质量参差不齐，养护管理不到位；

另一方面，对新技术、新材料、新方法的了解和应用不足，

使得绿化效果难以达到预期目标。例如，在树种选择方面，

仍停留在传统树种上，未能充分引进和培育适应当地环境的

优良树种；在绿化布局方面，缺乏创新和特色，难以形成具

有地方特色的绿化景观；在养护管理方面，缺乏科学的养护

知识和技术手段，导致树木生长不良甚至死亡
[4]
。

（四）群众参与度低：社会监督机制的缺失

乡村道路绿化工作往往由政府主导，而群众参与度不高，

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绿化工作的顺利推进和后期养护。群

众是乡村道路的直接使用者和受益者，他们的参与和监督对

于提升绿化效果、巩固绿化成果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由于

宣传不到位、组织不力等原因，许多群众对绿化工作的认识

不够深入，缺乏参与热情和积极性。同时，由于缺乏有效的

社会监督机制，使得绿化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隐患难以及时

发现和解决，影响了绿化工作的整体效果。

二、乡村道路绿化管理技术

（一）科学规划

乡村道路绿化的科学规划是整个绿化工作的基础。在规

划过程中，需要综合考虑地区的气候、土壤、地形等自然条

件，以及道路的通行需求和景观效果。选择适应性强、生长

迅速、观赏价值高的树种，确保绿化既能美化环境又能满足

道路的实际使用需求。例如，在干旱地区可以选择耐旱植物，

在湿润地区则可以选择喜湿植物。此外，还需要考虑树种之

间的搭配，形成多层次、多色彩的绿化景观，增加视觉美感。

（二）资金筹集

应充分利用国家及地方政府的政策导向和财政资源，积

极申报各类绿化工程项目，争取上级财政的专项资金支持。

通过精心策划项目方案，明确资金使用计划和预期效益，增

强项目的吸引力和可行性，提高获得上级财政支持的成功率。

社会资本是乡村道路绿化资金的重要来源之一。可以通过

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公私合作模式）模式，

吸引私营企业和民间资本参与绿化工程建设。政府与企业共

同出资、共担风险、共享收益，既能缓解政府财政压力，又

能发挥企业在资金、技术和管理方面的优势。此外，还可以

鼓励企业以捐赠形式支持乡村道路绿化，通过税收优惠、荣

誉表彰等方式激励企业积极参与。政策性贷款和政府补贴是

降低绿化工程融资成本的有效手段。政府可以与金融机构合

作，为符合条件的绿化项目提供低息贷款或贴息贷款，减轻

项目承担方的还款压力。同时，政府还可以设立专项资金，

对绿化工程项目给予直接补贴或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降低

项目整体成本。这些金融工具的运用，有助于吸引更多社会

资金投入到乡村道路绿化事业中。

（三）技术提升

加大对绿化施工队伍的培训力度，提高施工人员的专业

技能和职业素养。通过定期举办培训班、现场教学等方式，

传授先进的绿化施工技术和管理经验，提升施工队伍的整体

水平。同时，要加强对施工队伍的管理和考核，确保施工质

量和进度符合要求。在绿化过程中，注重土壤改良、浇水施

肥、病虫害防治等关键环节的管理。土壤是树木生长的基础，

根据不同树种的生长需求进行土壤改良和施肥处理。浇水要

适量适时，避免过度或不足对树木造成损害。病虫害防治是

绿化养护的重要内容之一，建立健全病虫害监测和防治体系，

及时发现并处理病虫害问题，确保树木健康生长。绿化养护

管理是保持绿化景观整洁和美观的重要保障，明确养护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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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责任分工，确保养护工作有序进行。定期对绿化带进行修

剪、除草、病虫害防治等工作，保持绿化景观的整洁和美观。

同时，要加强养护管理人员的培训和考核，提高其专业素养

和服务意识。

（四）群众参与

广泛宣传绿化工作的重要性和意义，增强群众的环保意

识和参与意识。通过发放宣传资料、举办讲座、开展活动等

方式，向群众普及绿化知识和技巧，激发他们参与绿化工作

的热情和积极性。组织村民参与绿化种植、养护等活动，形

成政府主导、群众参与的良好氛围。可以设立“绿化志愿者”

队伍，鼓励村民自愿参与绿化工作；也可以开展“绿化家庭”

评选活动，表彰在绿化工作中表现突出的家庭和个人。这些

活动不仅能增强群众的参与感和归属感，还能促进邻里之间

的和谐共处。鼓励群众对绿化工作进行监督，及时反映问题

和提出建议。政府应设立专门的监督机构或热线电话等渠道，

方便群众进行监督和反馈。同时，要加强对绿化工程的监督

和检查力度，确保工程质量符合标准和要求。

三、乡村道路养护管理技术

（一）日常养护

日常养护是乡村道路养护工作的基础，也是保持道路良

好使用状态的关键。建立常态化的清扫机制，定期清扫路面

垃圾、尘土，确保道路干净整洁，减少行车安全隐患。同时，

注重道路两侧的除草工作，防止杂草遮挡视线、影响排水，

保持道路景观的整洁美观。在排水方面，应加强对道路排水

设施的巡查和维护，确保排水畅通无阻。对于易积水路段，

应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改造或增设排水设施，防止雨季积水影

响道路通行。此外，还应关注道路设施的日常巡查，包括路

面、护栏、标志标线等，一旦发现损坏或缺失，应立即进行

修复或更换，确保道路设施完好率。

（二）定期检查与评估

定期检查与评估是乡村道路养护管理的重要环节。定期

检查，可以全面了解道路的使用状况、设施完好率、绿化效

果等信息，为制定科学的养护计划提供依据。评估过程中，

应综合运用多种技术手段，如无人机巡查、智能检测系统等，

提高检查效率和准确性。评估结果应作为制定养护计划和措

施的重要依据。根据评估结果，可以针对道路存在的具体问

题，制定针对性的养护方案，如路面修补、设施更新、绿化

提升等。同时，根据道路等级、交通流量等因素，合理安排

养护资金和人力投入，确保养护工作的科学性和经济性。

（三）应急处置

自然灾害或突发事件往往对乡村道路造成严重破坏，影

响道路通行安全。因此，建立健全应急处置机制至关重要。

首先，应制定详细的应急处置预案，明确应急处置流程、责

任分工和应急资源调配等事项。预案应充分考虑可能发生的

各种灾害类型和严重程度，确保预案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在应急处置过程中，应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组织专业力

量对受损道路进行抢修和恢复。其次，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沟

通协调，确保信息畅通、资源共享。在抢修过程中，应注重

安全作业和环境保护，防止次生灾害的发生，通过模拟真实

场景下的应急处置演练，可以检验预案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及时发现和纠正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结语：

乡村道路绿化及养护管理技术的研究与实践对于推动农

村基础设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通过科学规划、资金筹集、

技术提升和群众参与等多方面的努力，可以显著提升乡村道

路的绿化水平和养护管理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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