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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董新英 狄婕 那可

宾县摆渡镇和木兰县松江村隔江相望。这条贯穿南北的
松花江支流叫摆渡河，站在这边，可以清晰地望到那边。多
少年来，这个可望而不可及的距离只能靠摆渡到达，摆渡镇
因此得名。而如今随着木兰跨江大桥的建设，木兰人即将
告别摆渡生活。

谈起没有桥的生活，木兰人都深有感触。松花江穿越
哈尔滨，下游沿江分布了两区、六县，人们习惯将江北的巴
彦、木兰、通河三县简称为“巴木通”。松花江水道曾是江北
三县的重要交通途径。随着时间推移，江北乃至哈尔滨市
东部地区交通短板问题日渐突出，建设跨江大桥成为必然
选择。为了改变水路交通的制约，2008年 9月，大顶子山航
电枢纽工程建成，坝顶公路桥连通哈同公路和哈肇公路，使
呼兰区东部和巴彦县有了跨江大桥，尤其是巴彦县交通状
况得到极大改善，从巴彦到哈尔滨的主城区，车程由原来的
两小时缩短到一小时之内。2009年，通河松花江公路大桥
通车，结束了通河、方正两地依靠摆渡的历史，从通河县到
哈尔滨主城区车程由三个多小时减少到不足两小时。如
今，“巴木通”里只剩木兰没有大桥，只有木兰人还过着摆渡
生活。

因为没有桥，交通不便，木兰人吃了不少亏。一木兰农
民告诉记者，每年春天，同样是备春耕，我们购买农资价格
就比巴彦、通河高出一截。而秋天收获了，木兰县的粮食要
比巴彦、通河低上三四分钱。一种一收，木兰因为交通原因

吃了不少亏。有数据显示，10多年前，木兰县农民人均收入
为 1890元，比通河县高出 751元。而到了 2011年，木兰县农
民人均收入为 7400 元，比邻近的通河县低了 3300 元，比全
市低了 2208元。当近邻通河县脱去省级贫困县帽子时，木
兰县却被定为省级贫困县。农产品因为交通限制卖不上好
价钱，招商引资也因为交通问题受制约。在招商引资的时
候，因为周边县城也都是农业县，一些农产品加工企业就选
择了路途虽稍远但交通便利的邻县，好多粮食加工企业被

“劫走”。交通的瓶颈成为木兰发展的短板，木兰人迫切期
待大桥建设。

在松花江江边，记者试图找到摆渡船，感受一下木兰人
多年来的摆渡生活。沿着岸边寻觅，在寒风凛冽的江面上
只找到了一艘船。走进船舱，船上的杨女士告诉记者，这艘
船并不是载客的摆渡船，而是为修建大桥运送材料和工具
的，没有风浪的天，从南岸到北岸 10多分钟就能走一趟。她
对记者说，这两天风大，天也冷，摆渡船也少了。采访中，木
兰市民对记者说，从木兰县到哈尔滨有两种交通方式，一种
是绕路，从木兰走哈肇路、巴彦、呼兰到哈尔滨，要走出 170
多公里，需要两个半小时。另一种方式就是摆渡，小车一台
50元，来回的船不多，时间也不固定，有时为了凑够一船才
能出发，所以等一个多小时也是常有的事。如果等不及可
以包船，包船则需要 200元一趟。

随着木兰跨江大桥的建设，木兰人的生活也迎来了新
的希望。在木兰松花江大桥建设现场，虽然正在建设中的
木兰跨江大桥还没有完工，但一桥飞架南北的巍峨轮廓已
现。虽然江风扑面甚是凛冽，但工人们穿着救生衣在江面
上施工的热情高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规划中的木兰松
花江公路大桥北起哈肇路木兰镇松江村，南至宾县摆渡镇
渔业队屯，新开辟 14 公里公路与哈同公路胜利收费站连
通。大桥将结束木兰县江北江南“分割”历史，不仅结束了
多年的摆渡生活，更重要的是大桥还没有建成，已经引来不
少企业“敲门”。已经被划入哈尔滨 1小时经济圈内的木兰
县将迎来崭新的一页。

□陈晓光 本报记者 狄婕

秋季，克山县又迎来了马铃薯大丰收。
在克山县马铃薯交易市场，佳天国际物流部负责人乔德

靓，忙着做最后的运输收尾工作。佳天国际是一家专门做农
副产品对俄交易的电商企业。乔德靓告诉记者，每到马铃薯
丰收的时候，他们要雇车把马铃薯先运到佳木斯。过去是一
条二级路，特别不好走，由于颠簸的厉害，摞在最下一层的马
铃薯经常颠坏。今年克山至克拜界一级公路正式通车，货物
运输特别顺畅。收获期这两个月，发货二三百车，仅节油一项
就可以为公司节省十几万元。

科学布局、全线发力。今年，省交通运输厅积极贯彻省
委、省政府完善路网的要求，龙江大地再次掀起公路大通道建
设新高潮。

助力马铃薯热销全国

克山县是典型的农业县，每年春秋两季，有大量的农用物
资和农产品需要外运。尤其是马铃薯，每年外销50万吨，折合
成车需要1万车，而外销期就集中在9、10月份。

克山县马铃薯办公室负责人王子顺告诉记者，过去，因为
路不好走，马铃薯外销很大一部分选择了铁路运输。但铁路
运输有利有弊，它的弊端是，一个专列运到南方就要 2000吨，
这样大的量运到一级批发城市还好，如果是到中型城市，直接
就把当地的马铃薯价格“砸”了下来；二是涉及到二次倒运，马
铃薯要从地头运到克山火车站，火车到了南方后，要从站台再
次倒装出来。

2013年，省道联昌公路克山至克拜界段扩建工程开工，今
年6月30日正式通车。王子顺说，现在公路修好了，地头装货
直接运到对方的市场，减少损失还省心。不仅马铃薯，还有
甜玉米，这个秋天，一辆接一辆地运到福建、广州、山西、甘
肃、河北、辽宁等全国各地。也正因为这条路，今年农产品的
公路运输，比去年要多走 20万吨。客商来的也多，县城的旅
店都住满了。

克山县交通局局长石晓龙告诉记者，为了加快该公路建
设，2014年省高速公路建设局接管了项目，保障了该项目的顺
利通车。这条路是克山县第一条一级公路，对克山县的经济
发展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克山县的发展规划是南扩，无论
是马铃薯产业园区还是经济开发区都在南部。这条路成为连
接克山和南部的枢纽。打通了农产品外销路径，对招商引资
也起到积极作用。

打通粮食运输大通道

金秋十月，建抚高速公路（建三江至前哨）主体工程完
工。建抚高速公路由省骨架公路网中“横二线”前嫩公路前

锋农场至建三江段和“纵一线”抚密公路抚远至前锋农场段
共同组成，全长 166.5公里。这条路让垦区东部最大的四个
国有农场群，宝泉岭、建三江、红兴隆、牡丹江实现了互联互
通。

建三江是垦区最大的粮食生产基地，2014年粮食产量达
到 140亿斤。地处建三江的双盛米业有限公司是我省的农业
重点企业。总经理吴双告诉记者，双盛米业是一家大米加工
收购企业。原材料的采购主要在前哨、前锋等农场。过去走
一条二级路，路窄、车多、很颠簸。路修好了，现在每天能多收
购粮食 200多吨，配车也好配了，司机也愿意来了。收原粮的
成本，每吨节约 5元；往外走，每吨节省 20多元。全年能节省
30多万元。

前进农场副场长李健告诉记者，每年秋收时节，路上的运
粮车能堵1公里左右，一次能堵上3小时。道路运输环境不太
好，企业也不愿进来。自从建抚高速公路开工建设以来，每年
都有企业前来洽谈合作事宜。不久前，前进农场与一家大型
企业洽谈合作，计划建设 120万平方米的仓储粮食深加工基
地，预计投资 13亿元，总产量达 200万吨，厂址就选在距离建
抚高速前进收费站1公里处。“大型企业的进驻，能够增加我们
粮食的附加值，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益。”李健说。

建抚高速公路建三江至前哨段副指挥郭友告诉记者，这
条公路是黑龙江垦区继建虎高速后建设的第二条高速公路。
公路辐射建三江十五个大型国有农场，向西和哈同高速公路
相连，向南和鹤大高速公路相连。它的建成通车，打通了我省
又一条粮食运输大通道。

我省路网再续430公里

昔日北大荒，早已粮满仓；今朝北大仓，已然路成网。
据了解，今年，省高速公路建设局局管项目共 21项，建

设里程 999.2公里，总投资 307.3亿元，已开工和续建项目本
年度已完成投资 34.6亿元，累计完成投资 112.8亿元，占已
开工总投资的 36.5%。建黑高速（前哨至黑瞎子岛）、建抚高
速（建三江至前哨）、密兴高速（密山至兴凯湖）、海牡一级路
（海林至牡丹江）、亚雪二级路（亚布力至雪乡）、联昌公路一
级路（克山至克山拜泉界）、嫩泰高速（街基至省界及齐杜互
通）、嫩泰高速（嫩江互通）、海长一级路（海林至长汀）9个项
目已全部交工通车。我省公路网再续 430余公里，区域路网
环境将更加完善、便捷。越来越通畅的公路交通网络，成为
我省经济振兴的助推器。

□本报记者 狄婕

金秋，作为农业县的泰来迎来了丰
收的季节，与此同时，已经通车的齐泰高
速公路（街基至省界段）成为泰来县收获
的又一个“秋天的礼物”。行驶在齐泰高
速公路上，笔直的路面直通我省与吉林
省界，打通了我省的断头路。

泰来县泰来粮库有限公司是泰来县
最大的粮库，现有粮食 11万吨。记者来
到这里的时候，粮库正忙着向外运粮。
公司主任赵焕军告诉记者，泰来县位于
黑吉蒙三省交界，粮食的主要销售地也
集中在这三个省。过去，粮食运输周转
都是走老路，交通不便，车走得慢。这条
高速打通之后，粮库中 30%~40%的粮食
都会通过这条路运输，比原来方便了很
多。

同样受益的还有泰来水泥制品有限
责任公司。公司工会主席王红霞告诉记
者，根据市场的需求，公司每天会运输水
泥 2000吨左右。由于以前没有高速公
路，都是走乡村道，遇到雨天路滑，耽误
时间，耽误生产运营。这条路通了之后，
大大缩短里程，降低了油耗，生产成本也
就降低了，增加了市场竞争力。

齐泰高速项目部副指挥高云晨告诉
记者，齐齐哈尔至泰来高速公路是我省

“二环、七射、六联”高速公路网中的联六
线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东北区域骨架公
路网中的纵五线的一部分。其中，齐齐
哈尔至街基段已于2010年9月末建成并
正式通车。因考虑到与吉林省坦保高速
公路对接，我省在修建齐齐哈尔至泰来
段时，预留了街基至省界段。2011年 8
月吉林省已经对坦保高速公路与我省齐
泰高速公路的衔接位置进行了确认，本
着力争与吉林省同时完工通车的目的，
我省决定为齐泰高速画上句号。街基至
省界段，路线起点位于街基乡绿化村与
全胜村中间，与已建齐泰高速公路齐齐
哈尔至街基段终点顺接；终点位于东明
噶村东南侧黑龙江吉林省界处，与吉林
省坦保高速公路起点顺接。这条路的开
通使齐齐哈尔跟吉林省直接对接，方便
了我省市民出省。

泰来县副县长胡德文告诉记者，这条路的建成通车对
泰来县域经济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一是将拉动产业
项目发展。近年来，泰来县大力实施“项目富县、产业富民”
发展战略，全力推进项目建设，荣程集团、飞鹤集团、华铁集
团等大批知名企业相继落户泰来。齐泰高速公路连接线工
程的建成通车，实现了泰来县与吉林省高速公路网络的无
缝对接，将进一步提升泰来县区位交通优势，方便企业原材
料运入和产品运出，缩短运输时间和减少运输成本，全面提
升泰来县招商引资吸引力；二是将促进旅游产业开发，泰来
县有着深厚的历史背景、丰富的文化遗存、厚重的文化底
蕴。江桥抗战旅游景区和泰湖国家湿地公园被评为国家
4A级景区，塔子城辽金古城和大兴九八抗洪纪念地景区被
评为国家 3A级景区。该路通车后，必将使游客数量得到大
幅度提升，有力促进泰来旅游产业发展；三是推进物流产业
升级。近年来，泰来县大力推进物流产业发展，引进了计划
投资 15.3亿元的乌江铁路物流园区项目。这条路通车后，
将进一步完善泰来县综合运输体系，实现各种运输方式的
合理对接，形成省内大循环、省外大开发的交通大格局；四
是促进百姓增收致富。泰来县有耕地 269万亩，这条路极大
方便农产品外运，破解泰来大米、杂粮等地产优质农产品质
优价廉瓶颈，实现百姓增收致富；五是极大方便百姓出行。
这条路打通了泰来县南下通道，破解了高速公路交通梗阻，
实现了沈阳、北京等大中城市的高速公路直达，缩短行程用
时，方便百姓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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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泰高速公路（街基至省界段）。 姜久明摄

今年，我省共有9条公路交工通车，公路网将再续430余公里

龙江公路建设再迎“收获季”

跨江大桥通南北

木兰人将告别摆渡生活

木兰大桥建设现场。 本报记者 苏强摄

克山至克拜界一级公路。 姜久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