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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2 今日泰山

本报泰安 2 月 15 日讯(记者 刘慧娟
通讯员 刘玉增 杨阳) 15 日，记者

从新泰市羊流镇了解到，该镇建设的综合
农业节水灌溉工程在本次抗旱工作中起
到了重要作用。1 . 7 万亩小麦不但得到了
浇灌，每亩地还节水 30 立方米。

15 日，记者从羊流镇政府一路向北探
查旱情，经过大和庄、小和庄、苏庄、吴家
泉等附近的农田时，都可以看到地头一排
排浅黄色的水泵。新建的井房以及变电
站，矗立在一片绿色的麦苗之中，组成了
一道别致的抗旱风景,这便是羊流镇的农
业综合开发节水灌溉工程项目基地。

羊流镇水利站胡站长介绍，这片农业
综合开发节水灌溉工程项目共包括 1 . 7 万
亩农田，安装了 700 多个地头的水泵出水

口、有 200 多个变压器、89 口机井和四个
变压室。这类方式将以往的大水漫灌变为
统一的管道灌溉，大大节省了水区的地表
水量。之前每亩地浇水需求量在 80 立方
米，现在改成管道灌溉后，最多只需要 50
立方米的水。

这种灌溉方式不仅仅节省了水资源，
还能做到水资源的有效分配。在这 1 . 7 万
亩麦田中，大和庄附近的 2000 多亩农田地
下严重缺水，打井到百米深也不见着有
水。管道统一灌溉之后，可以从其他项目
区调水过来，使得附近农田的旱情基本缓
解。

“目前抗旱不仅仅意味着多打井，如
何有效利用和节省水资源也是一项重要
的抗旱工作。”羊流镇水利站胡站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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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最多打了七口浅井
羊流镇打井队抗旱连轴转

“我们都快放弃了，突然打出水”
一眼机井救了 300亩麦田

本报泰安 2 月 15 日讯(记者 曹剑)
15 日，记者来到肥城市边院镇后黄村，

提起抗旱工作，这里的村民都表示，村里
新打的一眼水井立了大功，现在能满足大
约 300 亩麦田的灌溉需求。

村民们说的那眼井在村北头，记者来
到井前发现，井中已经安上了潜水泵，通
上电就能出水浇地了。后黄村党支部书记
许勇介绍，这眼井水量充沛，从大年初四
开始，先后抽水浇地 4 天，救了周围的麦
田，是全村人的救命之井。

这眼井打了接近一个月，天天都有
村民跑到地头上来看。“听打井队的人
说，如果挖到沙子，再往下就可能有水
了，可打这眼井的时候却一波三折。开始

几天挖到的都是黄土、黑土，打了四五十
米的时候才见到沙子，当时大家都很高
兴，以为马上就能出水了，可没想到再往
下又出现了黄土。”许勇说，打井队打到
60 多米深的时候，一直没有见到水的痕
迹，有些打井队员都要放弃了。可干裂的
土地、枯黄的麦苗以及村民的请求打动
了他们，打井队员又向下打了十几米。

“出水的那天也很突然，我们都快放弃
了，突然打出水来了。”许勇说，这眼井约
有 84 米深，抽水到 30 多米深时，水位就
不往下降了，不管谁浇地都能浇完。

为了让这来之不易的水浇灌更多的
麦田，边院镇还拨款帮助村民铺设管道，
以便让井水可以直接流淌进地里。

新泰羊流镇万亩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区布满了出水口。
本报记者 刘慧娟 摄

本报泰安 2 月 15 日讯(记者 刘
慧娟 通讯员 刘玉增 杨阳) 连
续干旱愁坏了农民，也忙坏了打井
队。从去年 11 月份开始，新泰市羊流
镇大洼村的打井队长张庆贺领着他
的队伍四处忙碌，为许多个村庄带去
了希望。

15 日，记者见到了张庆贺，他告
诉记者，最多的时候一天接到了十几
个电话，都是叫他去打井的。人手不
够用，打井队新雇了六个人，还紧急

购买了四套先进打井设备，现在预定
的打井任务已经排到 5 天以后了。

在张庆贺的打井队伍中有一张挂
历，上面写满了时间、地点和联系方
式。张庆贺说，这是各个村子找他去打
井的记录，本来他有个专门记录的本
子，后来电话实在太多，来不及找本，
就随手记在挂历上。

“打井是门学问，从勘探到试井，
再到正式钻孔打井都是很有讲究的，
错一步，你之前的功夫就白费了。”说

起打井工作，张庆贺打开了话匣子，附
近村子里哪块地下面有水，哪块地不
容易打出水来，他都知道得八九不离
十。可今年持续干旱，张庆贺也出现了
几次失误。

在给羊流镇东石棚村一个农户打
井的时候，打了 5 口深约三十米的勘
探井，都没有见水花喷出。“这在往年
很少见，一般地下水丰富的时候，勘探
井打到五六米就能见到水花，最多也
不过 20 多米。”张庆贺说。

每次遇到打不出水来的情况，张
庆贺都非常焦急。“一想到那么多农田
受旱，我却打不出水来，心里就着急上
火，所以我特地增加了人手和设备。”
张庆贺紧急购买了四台打井车，新雇
了 6 个人。打井队每天连轴转，有时候
一天最多打了七口浅井。“有的村子吃
水都困难，人家都在村头盼着我们去
打井，井里冒出水是我最高兴看见
的。”张庆贺说。

后黄村村民在埋设管道。本报记者 曹剑 摄

地势较高存不住水

两眼水井眼看要干了
本报泰安 2 月 15 日讯

(记者 曹剑 实习生 王
长兴) 15 日，记者在肥城市
边院镇下庄村了解到，由于
该村地势较高，存不住水，村
里两眼水井快不够用了。

在下庄村的麦田里，韩
成伟夫妇正在从水井中抽
水浇地。“井中水位下降，抽
水都不敢抽快了，抽一会再
让水攒一会。”韩成伟说，下
庄村近 200 亩麦地，依靠两
眼水井灌溉。由于地势影
响，井水下降得厉害，所以
村民都非常珍惜。虽然气温
较低，但是好不容易轮到他
们家浇水，所以他们一大早

就来到地头灌溉了。韩成伟
一边向记者介绍情况，一边
小心翼翼地用铁锨整理水
道，尽量让更多的水流进田
垄。“主要是现在水太珍贵
了，不敢浪费。”韩成伟笑着
说。

据了解，边院镇仅有的
漕河、浊河、营盘河、边院河
四条河流已经干涸。六座水
库中北仇、宋庄、张岭三座水
库目前总蓄水量不足 3 万立
方；朱官、兴隆、营盘水库中，
仅朱官和营盘水库蓄水 1 万
多立方。全镇有 53 座塘坝，
仅雨山塘坝蓄水 3000 立方，
其他常年干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