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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为 这 份 希 望 ，贵 州 人 可 以 不 怕 苦 、不 怕

死。上世纪 50 年代，川藏、青藏公路的部分建设

者转战贵州，依靠钢钎、大锤、洋镐、撮箕、手推车

等简单工具，穿悬崖、凿绝壁，打通了连接贵州册

亨到广西三江的公路，留下了“筑路意志坚，扛起

大道上青天。踏碎了云朵、踢到了山尖，不管车

马来多快，总在我后边！”的豪迈诗句。

有了这份希望，架桥修路融进了贵州人的血

液。打破为山所困的命运枷锁，去看精彩的世

界，过更好的生活，他们为此伤透脑筋、费尽周

折，但脚步从未停歇。

纳雍至晴隆高速公路上的牂牁江大桥建设

工地，机械轰鸣，一派繁忙。在这里，记者偶遇一

位名叫“修桥”的电焊师傅——申修桥。已过不

惑之年的申修桥，筑路架桥近 20 年，人生中最得

意的一件事是——用掌握的技能为家乡建了一

座桥。

申修桥家住道真自治县上坝乡双河村，这个

因河而得名的黔北村庄，曾经饱受无桥之苦。“水

浅的时候能赤脚蹚过去，遇上夏季发洪水，过河

不安全，就索性尽可能不出门。”申修桥告诉记

者，年幼的孩子上学，需要父母背着、抱着送到河

对岸，祖祖辈辈都希望能在河上造一座桥，父亲

为此给自己取名“修桥”。

岁月流转，不变的是对架桥修路的执着。花

江峡谷大桥近 200 米高的桥塔平台上，年轻的六

安高速第八合同段带班班长康绍永，与 50 位兄

弟轮番上阵，昼夜不停。在逼仄的空间里，捆扎

钢筋、浇筑混凝土，大桥建设的紧迫感让他们无

暇“恐高”⋯⋯

诚然，困难不会因此减少一分。喀斯特地貌

造就了雄奇多彩的贵州，也带来了连峰际天、溶

洞遍布的艰难施工环境。在这样的条件下修路

架桥，需要在被地壳运动“揉碎”的峡谷深沟作

业。想要改变困顿局面，何其艰难！

曾经，关于架桥修路，贵州人一直在两难之

间徘徊。

“我们修一条二级公路的造价水平是每公里

800 万元，是广西等相邻省份的 2 倍。”提出打

造“高速平原”的计划之初，不少人认为，对

于贵州这个经济底子不好的穷省来说，简直是

天方夜谭。“而作为全国唯一没有平原支撑的省

份，如果路都不修，更发展不起来，不修不

行。”贵州省公路局副局长阮有力说出了人们内

心的纠结。

贵州经济发展曾长期滞后，人均 GDP 全国

倒数。多年发展不起来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交通

建设滞后。没有交通就没有流通条件，没有流通

条件经济发展就无从谈起。进入新时代，贵州发

展再也慢不得、等不得。

关键时刻，来自中央的支持让贵州走出困

局。2012 年初出台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贵

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开篇即指

出，“由于自然地理等原因，贵州发展仍存在特殊

困难”，强调要“坚持把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放在优

先位置”，打破交通瓶颈制约。

政策春风坚定了贵州“小省办大交通”的信

心，开启了交通发展赶超进位的“黄金十年”。10

年来，贵州坚持交通引领，投资融资屡次刷新纪

录，累计完成公路水运投资 1.25 万亿元。其中，

2014 年首次突破千亿元大关，2016 年投资总额

位列全国第一，2018 年创历史新高，共有 8 年投

资总额超千亿元，这也是该省交通发展史上投资

最多的时期。

在“无桥不成路”的贵州，交通建设熨平了大

山的褶皱。截至 2022 年底，126 万座山间，架起

近 3 万座桥梁；17.6 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建成公

路 20.96 万公里、高速公路 8331 公里和铁路近

4468 公里（其中高铁运营里程 1651 公里）。

10 年间，贵州高铁从无到有，先后在西部地

区率先实现县县通高速、村村通硬化路、村村通

客运，交通条件实现从瓶颈制约、初步缓解到基

本适应、适度超前的历史性跨越。

桥“见”奋斗

穿峰越谷出深山，桥梁隧道紧相连。层峦叠

嶂挡不住，条条巨龙腾云间。人们很难想到，贵

州桥的惊艳，是被倒逼的结果、无奈之下的选择。

“我们造桥不是为了追求最大，这不是我们

的初衷。”许湘华说，贵州“小省办大交通”，节约

成本是最重要的考量之一。

复杂的地形地貌，让贵州“集”齐了世界上所

有的桥梁类型。许湘华介绍，只要地形允许，山

头不是很高，在 40 米之内能控制得住，哪怕墩高

一点，一般都是修梁桥，“因为造价低”。跨径超

过 40 米，要修连续刚构桥，“它能让跨径扩大到

200 米”。再往上，就要根据地形来了，从普通混

凝土的拱桥到钢管混凝土拱桥，但到 475、500 来

米，拱桥也到顶了。再大的跨径，就是索结构桥，

悬索、斜拉⋯⋯

相对于平原地区跨江跨海修桥，只要桥墩出

了水面，剩下就是将结构件从水上运输到桥底下

吊装，贵州山区运输条件有限，大的构件运不进

来，需要在施工工艺和结构形式上做更多创新。

许湘华表示：“也不是为创新而创新，但我们

不怕创新。可能有些地方不敢拍板的桥梁建造，

我们通过各种计算、试验，加上自己确确实实比

较有经验了，所以最后干了，不断地突破自己。”

雨雾潮湿的自然环境和高昂的施工成本是

贵州建桥面临的特殊挑战。在贵州纳晴高速公

路有限公司总经理冉茂伦看来，解决上述问题让

传统的建桥变成了新兴行业。

冉茂伦最引以为傲的是对新材料的应用。

他以建设中的牂牁江大桥为例介绍，传统的主板

是铝合金，但牂牁江大桥在铝合金中添加了稀

土，增强了防腐作用，降低了运维成本。同时，大

桥采用了大量的轻型材料，降低了重量同时也减

少了投资。

为全面铺展“高速平原”，智慧的交通人创造

出许多世界首创的设计方法。为稳固吊塔，他们

用上了火箭发射架技术；缺少河砂，他们就地取

材开创了机制砂应用；混凝土输送高度有限，他

们发明了接力泵送技术；超高桥塔建造难度陡

增，他们创新采用了“液压爬模”技术⋯⋯

新时代的多彩贵州，一些方面冲出了“洼地”、

有的地方走到了“平地”、有的领域攀上了“高

地”。从“长期跟跑”到“并跑领跑”，以桥梁建设为

代表的贵州交通科技成果斐然夺目，填补了国

内外多项技术空白，部分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

平。截至 2022 年底，贵州桥梁共荣获古斯塔夫

斯奖 4项、鲁班奖 5项、詹天佑奖 2项、李春奖 8项。

随着贵州桥梁“科技树”的茁壮成长，在技术

层面，如今贵州已经没有建不了的桥。

而这并非故事的全部。在贵州还有个奇特

现象，一条高速路可以有 10 多个业主。阮有力

说：“贵州修高速造价高，投资风险大，很多时候

仅靠一两个投资主体难以完成，多业主制是我们

融资模式上的一大创新。”

2009 年，贵州提出“用 10 年左右的时间实现

县县通高速的目标”。针对交通建设特别是省规

划高速公路建设资金需求量大、融资难问题，创

新投融资办法，推进高速公路建设多业主制，调

动各方积极性，通过省、地共筹资本金的办法促

成了一批省高项目的建设。

这个过程中，企业出钱建高速公路，建成后

由企业自行收费回收投资。路权属于政府，运营

属于企业，一般是 30 年后政府再收回。贵州的

政企联手创新 PPP 融资模式是交通建设的宝贵

经验，在实际运行中存在多种类型的组合，比如

“BOT + EPC”“BOT + EPC 政 府 补 助 ”“ 股 权 合

作+EPC+运营期补贴”等，多种 PPP 形式拓宽了

贵州高速公路投融资之路。

贵州省公路开发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袁泉

讲到，一方面，没有纳入国家规划的高速公路往

往存在较大的资金缺口；另一方面，随着交建市

场的饱和，建设企业需要项目维持运转，只要符

合企业的内部收益率要求，就有企业愿意干。贵

州融资模式有效解决了政府缺资金、企业缺项目

的难题。

敢为即是奋斗。贵州从“跬步皆山”变成“高

速平原”，靠的就是“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开拓

精神。贵州人以团结奋进、拼搏创新、苦干实干、

后发赶超，走出了一条有别于东部、不同于西部

其他省份的交通发展新路。

而今，这种力量也激励着贵州各族干部群众

使出“闯”的干劲、拿出“抢”的状态，知重负重，克

难前行。

桥“见”梦想

有人说，黔山贵水是“大户人家的千金”，这

几年随着交通、服务等基础设施渐渐改善才款款

登 台 ，却 立 即 艳 惊 四 座 、轰 动 全 国 ，现 出 后 发

之美。

何止于此！贵州丰富的生态资源、能矿资

源、人文资源，都在交通问题解决后，走到台前，

显现出巨大价值。

长顺县广顺镇石板村凤凰坝电商服务站门

前，一条平整宽阔的“四好农村路”，从坝子上一

直延伸进山里。

以前，农货出山老百姓靠摩托车一次只能运

两袋，种再多也只能烂在地里。“路修好后，很多

村子设立了电商物流服务网点。农产品集中上

市的时候，大货车直接开到村头，农产品不愁

卖。”长顺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吴泽灏说。即便在

广顺镇最偏远的核子村，路通后，折耳根种植也

从几亩地快速发展到上万亩规模。

与长顺距离 200 公里的六盘水市气候凉爽，

特别适宜刺梨、茶叶、猕猴桃的生长，过去种了再

多也运不出、卖不动，难以大规模种植和发展。

近年来，随着六六高速、水兴高速、六安高铁开

通，给这些特色产品打开了一条绿色通道，远销

海内外。六盘水市农业科学研究院院长罗文说，

路网完善后，农资下乡更便捷。特色农产品物

流、仓储、加工跟着发展起来了。

独特的气候优势、自然和生物资源的多样

性，为贵州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的发展奠定了

先决条件。蛋鸡林下散养产出的长顺绿壳鸡蛋，

色绿翠、香清嫩的都匀毛尖⋯⋯黔货出山，行销

天下。贵州如今推动 12 个农业特色优势产业提

质增效。辣椒、刺梨、蓝莓等种植面积领跑全国，

农产品加工转化率达到 59%。

以“四好农村路”为核心的农村基础设施建

设从根本上改变了贵州农业发展条件，推动农业

生产从单一种养业转变为三次产业融合发展、农

业经济增长从要素驱动转变为创新驱动。

再说能矿资源开发。伴随新能源汽车产业

迅速崛起，贵州同样以明显的资源优势站在了

“风口”。贵州磷、铝量大质佳，磷矿储量位居全

国第三，也是我国铝土矿三大主产区之一。就地

取 材 ，得 地 利 之 便 获 得 众 多 汽 车 零 部 件 企 业

青睐。

遵义巴斯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

机器轰鸣。这家从深圳引入的企业，主要生产新

能源汽车充电连接器、高压继电器等七大类产

品，和国内 90%的新能源整车制造厂都有合作关

系。遵义新能源汽车产业园区里，另一家生产新

能源汽车铝合金低压铸造电机外壳、电机端盖产

品的蓝辉新材料有限公司，和巴斯巴一样是“外

来户”。

遵义素有“西南铝谷”之称。但对于落户，蓝

辉董事长杨安也犯过嘀咕：“遵义电费、天然气、

用工都比广东便宜，可如果交通物流成本下不

去，这些优势都会被抵消。”实地考察后，遵义四

通八达的交通网打消了他的疑虑。

产品外运速度慢，原材料内运成本高，也曾

是老工业城市六盘水发展的掣肘。“作为重要的

能源、化工基地，六盘水经济主要就是依靠大宗

工业产品，其发展瓶颈是物流成本太高。”六盘水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四级调研员杨正学说。

六盘水矿产资源丰富，特别是煤炭储量占贵

州省近三分之一。交通的改善让当地的资源开

发插上了腾飞的翅膀。目前，该市“煤—焦—

气—化”一体化产业体系基本形成，构建起链条

较为完整的水城经济开发区铝及铝加工产业集

群，六枝磷酸铁锂项目一期建成 4 条生产线、产

能 3.2 万吨/年，合众锰业年产 5 万吨电池级硫酸

锰项目实现量产。

“县县通高速后，各县产业园区的招商环境

都改善了。”贵州省工信厅运行监测协调处处长

任兴华介绍，2022 年，全省总产值 100 亿级开发

区达到 47 个，十大工业产业规模以上工业总产

值突破 1 万亿元。其中新能源电池及材料、电子

信 息 制 造 业 规 模 以 上 工 业 增 加 值 分 别 增 长

84.7%、45.9%。

旅游业是贵州交通建设受益最大的行业。

路与桥构成的高速路网，让来贵州“探古寻幽”更

加便捷，如珍珠般散落在黔山贵水间的景区景

点、传统村落、特色风物等资源被便捷地串珠成

链，进入游客视野、融入旅游产业链。

如今，在全国乃至世界独一无二的贵州桥，

也成为新的旅游资源，桥旅融合风景独好，风光

无限。

与平塘大桥相伴而生的“天空之桥”服务区，

积极拓展旅游功能，获评 3A 级旅游景区，成为贵

州目前唯一以桥旅融合为目标的高速公路服务

区，即使在疫情冲击下，仍累计接待游客超过 120

万人次，消费额突破 800 万元。

“十三五”时期前 4 年，贵州接待游客人次、

旅游总收入均保持 30%以上的增长速度，贵州旅

游从全国中游跻身第一方阵，为贵州加快推进旅

游产业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交通建设从根本上改变了贵州旅游业发展

的进程。”贵州省文旅厅资源规划开发处副处长

王云峰说，“藏在深闺”的旅游资源因此具备了开

发利用条件，进入贵州旅游的舒适性、便捷性、通

畅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为贵州旅游业实现

“井喷式”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桥“见”巨变

从前，山里的贵州人，只在生活的低处抬头

眺望，大山是穿越不过的屏障。如今，万桥飞架

托举起经济社会跨越发展的一马平川。山隔水

阻的开放大门打开了，肩挑背驮的民生之艰解除

了，一些地方“孤岛”般的生存状态结束了⋯⋯记

者采访中听到最多的是，最大的变化是人。

万桥飞架，打开了脱贫致富的大门。

“对门看得见，相见要半天”。位于滇黔交界

处的毕节市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海拉镇海

元村，此前被牛栏江死死锁在乌蒙山脉深处，沿

岸群众祖祖辈辈生活在几乎与山外隔绝的“孤

岛”之上，溜索曾经是当地村民与外界联系最为

重要的交通工具。

“农产品卖不出去，外面的东西也难以运进

来。”海拉镇海元村党支部书记曾朝鼎告诉记者，

自己的祖辈一直与贫困作斗争，无奈交通受限，

发展不起来。

2017 年，一座连接两岸的车行桥——铅厂大

桥在海元村建成通车，改变了当地群众祖祖辈辈

进出大山的交通方式。海元村村民冷统乖过去

是建档立卡贫困户，如今家里不仅喂养了 6 头大

牛，家里种植的农特产品能轻松卖出去，年收入

超过 6 万元。

2013 年以来，贵州省推进“溜索改桥”工程，

威宁县修建大型“溜索改桥”8 座，牛栏江沿岸的

20 余个村、10 余万群众的出行难题得到解决，曾

经的“孤岛”与外界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为当地

群众脱贫增收创造了重要交通基础。2020 年

11 月，曾是贵州贫困人口最多、贫困程度最深、

贫困发生率最高的深度贫困县——威宁县宣布

脱贫摘帽。

“要致富，先修路”永不过时。从过去的“河

山阻隔行路难”，到如今的“车水马龙奔小康”，一

座座架设在深山之间的桥梁，成为连接山里山外

的一个个支点，改变了山区群众的生活方式，成

就了山里群众的好日子。

万桥飞架，让梦想走得更远。

“七一勋章”获得者、“时代楷模”黄大发，

60 多年前以“拿命换水”的誓言，带领村民历经

30 多年，在悬崖峭壁上凿出一条 9400 米长的生

命渠，创造了“愚公移山”的当代奇迹。而今，在

这条将溪水“引进来”的大发渠边，又建起一座

让大家“走出去”的大发渠大桥。

引来脱贫的水，修建致富的桥，是耄耋老人

黄大发的两个心愿，如今都已实现了。他说：“修

了致富桥、幸福桥，团结村的子孙后代包包要鼓

起来了。”

敢想加实干，就可能有奇迹发生。团结村党

总支书记王朝海告诉记者，该村目前正依托交通

优势，乘势而上构建“农、文、旅”融合发展示范

村，村里最近刚与一家矿泉水厂签约，“‘天渠’山

泉的甘甜将滋润更多人”。

一座座桥梁就像一把把打开山门的“金钥

匙”，把一只只“金凤凰”引进门，推动巨大的人

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在城乡间双向流起来、

滚起来，让梦想一步步成为现实。

万桥飞架，唤醒了沉睡的土地。

位于贵州东北角的德江，高速公路建成之

前，不管是到省会贵阳，还是去首府铜仁（今铜仁

市碧江区），都要沿着盘山公路翻山越岭，花费

10 多个小时，一度处于被遗忘的状态。

如今的德江，4 条高速公路在当地交会，成

为黔东北地区北上成渝、南下湘江的必经之地和

贵州省重点打造的“重要区域性支点城市”。

山还是过去的山，山已不是过去的山。受益

于四通八达的高速交通网络，德江的肉牛、天麻、

花椒、精品水果等特色产业快速壮大，特色产品

源源不断地走出深山，进入千家万户。

德江县委书记杨雪峰表示，将全力发挥区位

带动优势、要素吸附优势、交通通达优势，着力优

化城镇空间布局，拓展和丰富城市内涵，让“支

点”有支撑，“枢纽”成中心。

万桥飞架，带给贵州的变化是全局性、历史

性的，支撑贵州创造了后发赶超的“黄金十年”。

——923 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顺利摘帽、66

个贫困县精彩出列，撕掉了“绝对贫困”的历史

标签。

——地区生产总值增速连续 10 年位居全

国 前 列 ，GDP2015 年 突 破 1 万 亿 元 ，2022 年 突

破 2 万亿元，经济总量在全国的排名由 2011 年

的 26 位 上 升 至 22 位 。 数 据 显 示 ：2011 年 至

2020 年 10 年间累计完成的经济总量是前一个

10 年的 4.67 倍。

——大数据产业实现从无到有，实现了从

“风生水起”到“落地生根”再到“集聚成势”的精

彩 三 级 跳 ，数 字 经 济 增 速 连 续 7 年 位 居 全 国

之首。

⋯⋯

贵州桥，是架在民心上最诗意的风景。一座

座跨越天堑的奋斗之桥、开放之桥、民生之桥、风

景之桥，一条条通向未来的志气路、幸福路，让整

个黔山秀水生动起来，让时间的马车提速，让高

原的心情起舞！

桥“见”未来

“没有游客着急，游客多了也着急。”随着贵

南高铁通车时间日益临近，贵州荔波小七孔景区

的运营人员“稍显焦虑”。贵阳到荔波小七孔的

时间将缩短至 40 分钟左右，当地接待配套能力

能否应对即将到来的大批游客？

让文旅部门同志着急的还有，如果不能推出

更多更丰富的产品业态，荔波旅游将停留在门票

经济阶段，对地方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有限。

快速发展的旅游业让贵州人尝到了甜头，同

时也看到了不足。“天空之桥”服务区的桥旅融

合，总体来看还是单兵作战，既没有在高速公路

系统内形成网络，在与周边景区的联动上，也还

在摸索当中。从全省看，开发贵州高桥、大桥旅

游资源，尚在试水，有看好的前景，但路径并不

明晰。

交通短板拉长，新的不适应却又出现了。

贵州与周边省份之间不断增多的快速通道，

推动该省对外开放格局实现了历史性重塑。商

务部原副部长陈健认为，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

是近年来贵州经济社会发展最令人瞩目的现象

之一，这让贵州“从根本上改变了发展格局，让开

放的大门越开越大”。

但开放型经济在贵州占比很低，能够融入国

际国内双循环的产品不多、竞争力不强，交通优

势尚未转换成流通优势，交通枢纽尚未成为物流

枢纽、经济枢纽。

更值得关注的是，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犹如

在两地之间架起了一根根管道，“虹吸效应”对各

地发展的影响与日俱增，贵州如果不能持续深化

改革、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仅不能聚集发展所

需的资源、人力和资金，甚至现有的发展要素也

会流向周边地区。尤其是省会贵阳的规模、速

度、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全省发展的速度

和能力，也决定着贵州的交通枢纽能在多大程度

转换为物流枢纽、经济枢纽。

对于存在的短板和不足，贵州决策层的认识

是清晰的：发展不足、质量不高是当前主要矛盾

的集中体现。面对产业发展滞后、城镇化水平偏

低、科技创新能力弱、开放水平相对不高等问题，

贵州人知不足而后进，望山远而力行。

一滴水里观沧海。罗池浩告诉记者，要推动

“天空之桥”与平塘地区的“中国天眼”等景区联

手，建设具有特异性的旅游目的地；正在建造的

花江峡谷大桥，在设计阶段就通盘考虑了旅游需

求，在桥塔顶部设置景观水吧，在大桥腹部安装

玻璃栈桥式餐厅⋯⋯六安项目公司副总经理黄

喆期待，花江峡谷大桥将与黄果树等周边景区形

成联动发展格局，带动周边少数民族村寨、悬崖

度假及户外极限运动等资源开发。

巨浪起于微澜。加快缩小物质流、能量流、

信息流、资金流、人口流等各种差距，贵阳贵安深

度融合发展，城市建设面积将达到 990 平方公

里，具备了建设千万级人口城市的条件，为打造

经济体量大能级城市，更好发挥黔中城市群核心

区的辐射带动作用提供了支撑。

以大能级城市为中心，贵州着力发挥交通网

络优势，加速开放平台建设，对外开放的步伐越

走越快，“外部企业+贵州资源”“外部市场+贵州

产品”“外部总部+贵州基地”“外部研发+贵州制

造”日益增多。

一路向西，深度融入“一带一路”，中欧（中

亚）班列数量持续增加；稳步向南，参与西部陆海

新通道，贵阳国际陆港建设持续走向深入，贵阳

都拉营—广西钦州港、贵阳国际陆港—广州港黔

粤班列进入常态化开行；加速向东，重启乌江“黄

金水道”直抵长江，满载货物的轮船穿梭在乌江

之上，黔货源源不断地走出大山⋯⋯

顺时而谋，乘势而上。千沟万壑蕴藏着后发

赶超的强大势能，向前的力量正在多彩贵州的每

一寸土地上迸发，向上的激情正在千山万水间

涌动。

“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在乡村振

兴上开新局，在实施数字经济战略上抢新机，在

生态文明建设上出新绩。”贵州正全面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贵州时的重要指示精神，全力

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旅

游产业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四梁八柱”初步

构建。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如今，

交通、文化、资源等优势正源源不断地转化为胜

势、汇聚成发展强势，把握时代大势、符合发展规

律、体现贵州特色、服务国家全局的中国式现代

化贵州实践，正稳步推进。

（调研组成员：赵 子 忠 曹 红 艳 王 新 伟

王轶辰 吴秉泽 于 浩 姬晨熠）

万 桥 越 黔 山万 桥 越 黔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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