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条红线”拧紧菏泽用水阀门
人均水资源不足全国1/8，被列入全省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试点市

“菏泽严重缺水，你知道
吗？”值第二十届“世界水日”到
来之际，记者从菏泽市水利局了
解到，近年来，菏泽经济飞速发
展，可是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
相比，菏泽市资源性缺水、水质
性缺水、工程性缺水与管理性缺
水并存的现象比较突出，人均水
资源不足全国1/8。

3月22日是第二十届“世界
水日”，3月22日至3月28日是第二
十五届“中国水周”。联合国确定
2012年“世界水日”的主题是“水
与粮食安全”。我国纪念2012年

“世界水日”和“中国水周”活动
的宣传主题为“大力加强农田水
利，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现状

极度缺水且分布不均
据了解，菏泽市人均当地水

资源量仅为243立方米，低于全
省人均334立方米的平均水平，
不足全国人均水平的1/8，属于极
度缺水地区。另外，由于部分河
道地表水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
个别地方污染严重，不能作为供
水水源，浅层地下水苦咸，深层
高氟，不适于直接饮用。农民群
众节水意识淡薄，灌溉用水方式
粗放，水资源浪费严重。

菏泽水资源时空分布极为
不均，全年80%左右的降水集中

在汛期，甚至只集中在几次大
的降雨过程，空间分布与经济
社会发展布局也不匹配，工业
聚 集 区 及 城 镇 用 水 量 相 对 集
中，但蓄水能力大的水利工程
却又与之相距较远，远水难解
近渴。再加上受多年来水利工
程建设投入历史欠账多等因素
影响，全市水利工程蓄水能力
不足，致使汛期的雨洪水白白
流走，不能实施有效拦蓄。

由于地下水的特点是浅层
水苦咸，深层水高氟，菏泽只能
以黄河水作为饮水水源。为从根
本上解决饮水安全问题，菏泽市
确立了以平原水库引蓄黄河水
作为主要生活水源的思路，形成

生活用水以平原水库供水为主，
工农业生产和生态用水以河道
拦蓄及中水回用为主，地下水作
为补充的一个供水格局。

红线

拧紧菏泽用水阀门
面对菏泽严峻的水资源现

状，2011年以来，菏泽市成为了全
省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试点
城市之一，严格实施“三条红线”
的管理。分别为用水总量控制红
线、用水效率控制红线、水功能
区限制纳污控制红线。以此来增
强水资源管理的硬约束，以转变
用水方式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

变，以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确保
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要落实好用水总量控制红
线，今后任何一个地方的用水总
量均要执行上级分配的用水总
量控制指标，新增用水量只能通
过节水挖潜或从其它区域购买
用水指标解决。落实好用水效率
控制红线，确保万元GDP取水
量、万元工业增加值取水量及农
业节水灌溉率等用水指标达到
或者优于考核标准。落实好水功
能区限制纳污控制红线，超过限
制纳污红线的，核减该区域用水
总量控制指标，限制审批新建、
改扩建入河湖排污口。

本报记者 李贺

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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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二 今日菏泽

“梁山一百单八将，
七十二名在郓城，俺这
儿的人骨子里都是古道
热肠。”眉毛都白了的老
村支书黄宏光坦承，生
活在这里的人每天都在
干自己该干的事，他们
谁 也 没 觉 得 自 己 是 英
雄、是雷锋。

前黄岗村被命名郓城“雷锋村”，记者探访该村雷锋精神标本

“你们叫俺活雷锋
其实俺们都是普通人”
本报记者 梁斌 崔如坤

郓 城 龙 凤 胎 一 家 有 难 ，
满 村 人 不 约 而 同 伸 出 援 手 ，
村 民 质 朴 的 爱 引 发 关 注 。近
日 ，郓 城 文 明 委 等 部 门 派 出

的调研组在该村摸底3天后，
已 将 前 黄 岗 村 命 名 为 郓 城

“雷锋村”。同时，正紧锣密鼓
地向菏泽市文明办申请市级

“雷锋村”。
“雷锋村”到底是怎样炼成

的？18日，记者再次走进这里，探
访该村雷锋精神标本。

18日11时，郓城县前、后黄
岗云收雾散。两村之间一座简陋
整洁的农家院落里，肖凤莲和刘
凤银妯娌俩守在堂屋门口，等着
卧床老娘召唤。

这是一对在村人口中人提
人夸的妯娌：88岁高龄的老娘15
年来偏瘫在床，俩媳妇和丈夫们
轮流值守，“一天到头身边不断
人，变着法喂吃喂喝”，直到今
日，牙齿全无的老娘还保持面色
红润。

“这算啥？咱娘胎里都知道
人不能忘本，得孝亲。”已届六旬

的肖凤莲对突如其来的关注感
到莫名其妙，只好半开玩笑般和
邻居们聊天。

一墙之隔的邻居们则扎起
堆儿倾诉“好妯娌”们的不易：老
人不思饮食，妯娌们熬出米粥撇
出细汤，再冲上鸡蛋，一勺一勺
喂；老人大小便失禁，妯娌们俩
人配合，一人抬起老娘，一人趁
机“换窝”；怕老人一个姿势躺着
太累，妯娌和丈夫们一天要给老
人翻数次身。

左邻右舍都对肖凤莲和刘
凤银的坚持竖起大拇指，俩人有

点“受宠若惊”，在她两人眼中，
连续七年办孤寡老人节的村民
黄修良才是身边的榜样。

提起黄修良，方圆数十里的
人没有不知道的。他20余年来自
掏腰包20余万，先后资助了400
余名孤寡老人，村民们都说：“修
良暖了老人心窝儿”。

“孝老爱亲在俺村就是一种
习惯，一种传统。”有着40年村支
书经历的七旬老人黄宏光证实，
孝顺老人的，在村里一捏一大
把，“谁不孝老爱亲，村民们都会
鄙视得他抬不起头。”

好传统，“不孝老敬亲会被全村人鄙视”

18日上午，赶集的前黄岗村
民和往常一样熙熙攘攘。随机问
及十几人，他们都对“雷锋村”的
称号感到“突然”，他们更愿意对
亲身经历的好人好事滔滔不绝。

四名六旬老人召唤村民凑
钱修路被很多人提及。1年前，
如今村民脚下平坦的黄岗街，
还是有着近百个大小坑的“搓
板路”。平时村民开车“都有种
扭秧歌感觉”，遇到阴雨，更是

“啃地”、“趴窝”。
“年轻人出去挣钱了，俺们

老头们豁上老脸也要筹钱修好
路。”眼看着险路渐成陷阱，村里

老人们坐卧不安，黄克明、黄克
印等四人一合计，厚起脸，不嫌
烦，筹钱，修路。

说干就干，患脑血栓落下后
遗症的黄克印一瘸一拐和老伙
伴们一起，找企业，蹭单位，2个
月筹来六万多，铺设800多节水
管，修好500多米道路。

平坦的街道也为村里老人、
妇女赶集带来了方便，但在她们
的心中，黄联合弃饭碗、干灌溉
的事，丝毫不逊于修路。18日下
午，村西头沟渠上，村民扒个口，
便能轻松抗旱，而在过去，留守
在家的妇女们没少为浇水难偷

偷抹泪。
看到这一难关，本在当地职

能部门工作的黄联合2006年放弃
工作，自费万余元，买来机器，搭
好电线，干起灌溉。300余户村民、
近千亩农田受益。“咱不干，早晚
会有人干，只不过我抢先了。”黄
联合一脸淡然，扭头改水去了。

“俺不知道其他地方咋样，
反正俺村人老少爷们儿都这个
脾气，办啥事咱多出力，让别人
多省事！”村里颇有声望的诊所
梁医生介绍，村民最不能看在眼
里的，就是别人有难，“不搭把手
就觉得心里发慌”。

乐帮忙，“遇事不搭把手觉得心里发慌”

去年，有个外地客户到黄现
刚的养鸡场收购鸡蛋，差了500
元鸡蛋款，便记了账。半个月后，
客户将钱付清。没想到，一段时
间后，忘事的客户又送来500元，
不知情的黄现刚家人收下了钱。
黄现刚得知后，二话不说将钱交
回客户手中，他们成了朋友。

同样是在去年，另一个养鸡
户黄克藏也将饲料商多给的两袋
饲料，折合成现金送到饲料商手
中。当时，饲料商送来一批豆粕走
了人，黄克藏清点时发现多了两
袋，值500来块钱。“钱多少咱都不
能贪。”黄克藏说，他立即电话通

知饲料商，并在饲料商再次送货
时，将两袋豆粕钱还上。

“吃一条河水长大的村民，
个个都这么犟，有点憨。”黄克
藏一脸认真地说。他嘴中的这
条河叫向阳河，这条河喂养了
讲“信”的村民，也见证了村民
们的“义”。

每年夏天，这里都会重复出
现跳水救人的“该出手就出手”，
村民们早已数不清究竟发生了
多少起，可他们脱口而出的是
1982年，身高不足一米半的村民
陈素英带着病，从两三米深水坑
里救出九岁童的事迹。

今年62岁的陈素英回忆，下
地干活路上，看到河里有个小孩
眼看着就要沉下去，来不及多
想，她就跳下河，一只手搂着小
孩，一只手拼命划拉。从没下过
水的她奇迹般将孩子救上了岸。

那年，她获得了“山东省三
八红旗手”，作为妇女代表参加
了省里的妇联会议，可这些在陈
素英看来，都是过眼烟云。真正
让她欣喜的是，她救的那个男孩
在外地听说龙凤胎遭遇后，专门
托亲戚捐了1000元。“吃水不忘
挖井人，长江后浪推前人，咱做
的值！”

有信义，“俺这儿的人骨子里都是古道热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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