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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5今日泰山

热点

雨前：到下午就没水 雨后：水位最低也有两米

接连暴雨为泰城山泉解了渴
见习记者 刘金震 邢志彬

7 日夜间到 8日，一场暴雨突袭泰城，山泉水
取水点的水位明显升高了不少。记者走访环山路
附近的取水点了解到，前段时间由于干旱，山泉水
流量比去年同期明显减少。

降雨解山泉干渴
8 日，记者在王母池附近的

一处取水处看到，五六位市民正
围着井眼打水，“经过一场大雨，
泉水高出了许多。”王女士高兴地
告诉记者。王女士称，这段时间比
较旱，而且采水的人也多，前段时
间这眼泉子里的水都干了，下雨
后水位才升上来。

76 岁的张女士也介绍，前几
天下午一两点来取水，山泉基本
上就没有了，但是大雨过后，同样
是下午一两点，水还有两米多深。

说起前段时间山泉的干涸，
不少市民心有余悸。泰安白马石

村 71 岁的史凡来到常年打水的
白龙泉旁边。记者看见，史凡手中
的井绳由废弃的三角带改造而
成，中间用铁丝绑上了一段三角
带延伸长度。史凡告诉记者，每当
水位下降，他就要接上一段新绳。

“以前五六米的井绳就够用，今年
天旱，水就更少了，我现在的井绳
有 12 米长。”史凡将水桶缓缓地
放入井内，井绳完全没入井内，但
仍然没有打到水，老人只能跪在
地上以延长绳子长度，“今天水已
经被打光了，想取水就得早晨起
个大早，晚了就抢不到水。”老人

无奈地说，提着打到的 20 余斤
水，悻悻地回家。

村里的老人介绍，上世纪 70
年代，这口井深两米，用手提着水
桶就能打到泉水，进入雨季，泉水
还会溢出井口，水量极为丰沛。随
着村民的用水量增加，以及降水
量减少，泉水已经不多，现在井的
深度已达 12 余米。

在龙潭水库附近打水的市民
李先生告诉记者，今年山泉水的干
涸他也有很明显的感觉，去年他三
十分钟就可以接满一桶水，可是今
年一个多小时才能接满一桶水。

取水是市民多年习惯
在泰安，提水上山的人是一

道风景线，而上山取水，已经成为
泰安市民生活的一部分。

3 日，记者在龙潭水库遇到 65
岁的市民李先生。李先生两天上山
取一次水，他觉得山水做出来的饭
格外香，而且爬山也锻炼了身体。

在天外村大众泉附近接水
的孙先生告诉记者，他的家人饮
用了三四年山泉水，已经习惯这
种味道，喝自来水总是觉得不太
习惯，“喝山泉水还能让自己健
康点，口感也好。”孙先生说。

“山水的味道比较甘冽，我们

都用来泡茶，用木柴烧山水泡茶
是难得的美味。”说起山泉水，在
天外村打水的赵先生更是滔滔不
绝。不少市民表示，“泰安有三美，
白菜、豆腐、水”，喝惯了山泉水，
就会觉得喝山泉水、打山泉水是
生活中不可替代的一部分。

专家：干旱等因素影响山泉
就山泉水的保护，记者咨询了泰山学者李继生。
李继生告诉记者，泰安流传着“山多高，水就多高”的说法，泰安市民饮用山泉水的历史已经很

久远，山泉水也因其甘甜、健康而深受市民欢迎，很多市民用山泉水沏茶、做饭。“拿山泉水沏茶，冲
两次基本茶味就淡了，而普通的饮用水则能多冲几次”李继生说。

“但受到天气干旱、过度采集等影响，山泉水的水量变少了。”李继生告诉记者，虽然这两天的
大雨让泰安的山泉水水量充沛了一些，但是只是权宜之计，对泉水的保护还需要从长计议。李继生
表示，山泉水的保护非一朝一夕之事，需要一些相关部门共同协作管理，同时加强对群众的引导，

“历史上，泰山有 72 名泉，但由于泉水干涸等原因，现在仅剩 40 余处。”

近日，受降雨影响，泉水水位明显上升。图为一市民正在取水。
本报见习记者 刘金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