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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

本报7月15日讯 (记者 王晓
霜 见习记者 谭正正 通讯员

李荣新 刘甜甜) 连续几天的
暴雨让城区很多路面积水严重，北
镇街道办事处苏家村路段的市民
拨打市长热线反映下水道排水不
畅问题。为此，滨城区市政管理处
从10日开始对该路段进行检查、排
水、清淤。15日，工作人员仅对黄河
二路渤海一路到东海一路路段8个
下水道检查井进行清淤，就清理出
近十方垃圾。

15日下午，记者来到清淤现
场，工作人员正在下水道里用桶把
里面的垃圾运出来。记者看到，还

未清理干净的下水道里堆积了厚
厚的垃圾和淤泥，清理出来的垃圾
大部分都是塑料袋等生活垃圾。

这些垃圾在下水道口里堵塞
了各个方向的排水管道，致使排水
不畅，路面积水无法正常流入。滨
城区市政工程管理处副主任赵海
涛说：“经过排查，造成积水严重的
原因除了地面相对低洼除外，最主
要的原因是下水道检查井里堆积
了大量的生活垃圾，以至于堵塞了
排水管道。”

赵海涛告诉记者，10日开始，
他们对北镇办事处苏家村路段进
行检查、排水、清淤。先是用三个抽

水机抽水，抽了三天才抽干净，然
后逐个将检查井的井盖打开进行
人工清淤。15日，工作人员解决了8
个检查井，共清除垃圾近十方，“我
们一共出动了10余人进行检查、清
淤工作，预计一周之内会全部清淤
完成。”

赵海涛说，这里基本上是城区
最低洼的地段，每到下大雨的时候
积水都会特别严重。“我们一年要
清理一次，造成严重积水的原因九
成是生活垃圾造成的，淤泥仅占一
成。希望今后广大市民自觉爱护环
境，不要乱扔垃圾，以免产生安全
隐患。”

滨城区市政工程管理处工作人员正在清理下水道。 本报记者 王晓霜 摄

地势洼排水不畅

成小区积水主因

本报7月15日讯 (记者 王泽云
见习记者 王领娣 ) 1 0日暴雨

使得滨城区很多小区积水严重，不
少小区积水深达50多公分，其中老
小区尤为严重。15日，记者探访了城
区多个积水严重小区发现，积水的
主要原因是这些楼体处于低洼处，
且排水渠道不畅。

15日上午，记者到市邮政小区
发现，5号楼处于低洼处，比整个小
区地平面低半米多，其储存室外墙
上还有潮湿的印迹，室内则更是潮
湿得厉害。

记者采访多位居民得知，该楼
已有20年了，刚开始建筑这所5号楼
时地上楼底层高度标准是根据小区
外西侧渤海八路的高度标准建造
的，但这些年来渤海八路不断地抬
高加厚，小区内其他楼房建设时也
不断地抬高地势，5号楼慢慢地就处
于最低洼的地方了。

位于黄河六路的滨州市博翱职
业中专，学校东侧依然还有一些积
水。据学校保卫处介绍，学校内主干
道比学校外面的黄河六路低大约10

厘米，比学校西侧的地势低大约50

厘米，所以每到下雨积水就非常严
重。

1 0日，祥泰·麒麟阁小区 2 8号
楼、29号楼、30号楼等栋楼地上车库
进水严重，水位达30厘米至40厘米，
不少业主纷纷向记者抱怨这几栋楼
建设得不合理，因为楼体地上最底
端明显比小区地平面低很多。居民
告诉记者，10日下暴雨时，该小区增
加了6台抽水泵才及时帮业主把水
抽干净。

8个下水道检查井

清出近十方垃圾圾圾
北镇街道办苏家村路段积水九成原因是生活垃垃圾圾造造成成的的

连续降雨，菜篮子成“烂摊子”
滨城区市中街道办事处赵四勿村近千亩蔬菜地受灾严重
本报记者 刘涛 张牟幸子 通讯员 刘善勇

7月9日起，滨州一连六天降下大到暴
雨，由于排水不畅，蔬菜地积水严重，造
成滨州近七万亩蔬菜受灾。其中惠民县、
滨城区、开发区受灾严重，惠民县西瓜、
辣椒几乎绝产。15日，记者探访了滨州有
名的菜篮子——— 市中街道办事处赵四勿
村。受雨水影响，该村近千亩蔬菜地都不
同程度受灾。

一菜农家的油菜全部烂在地里无法采摘了。
本报记者 张牟幸子 摄

摘三筐西红柿得挑出一筐烂的
沿着渤海十一路往南走，跨

过大坝，一路上，不时看到一些
腐烂的蔬菜被倾倒在马路旁。据
路人介绍，几日的连续降雨，让
菜地里许多蔬菜腐烂，菜农没有
办法，只能将烂菜倾倒在沟内或
马路旁。

往东拐，赵四勿村的千亩蔬
菜地映入眼帘，沿着一条南北小

道往北走，不少西红柿植株由于
内涝，叶子已经枯萎。菜农李小
凤介绍，自家种的两个西红柿大
棚，由于连续几天降雨，棚内积
水严重，致使棚内西红柿全部枯
萎而死。

李小凤正捡着一些好的西
红柿放在箩筐里，一上午，半箩
筐还没捡满。“地里的西红柿还

没来得及摘，就下起雨来，损失
了五六千斤西红柿，三四千块钱
都打水漂了。”

不远处正在挑选西红柿的
菜农谢翠花见记者前来采访，开
始大倒苦水。她拿起一个挑出来
的西红柿，指着上面的裂纹说
道：“一天我能摘出三筐西红柿，
但得挑出一筐不好的来。”

据谢翠花介绍，不好的西红
柿一般就会扔掉，因为菜贩不
要，自己也吃不多，到最后只能
扔在沟里。

不只西红柿受灾严重，谢翠
花指着旁边的苦苣说，一下雨地
里的水有二三十厘米深，苦苣泡
在水里，都烂了，得损失三四千
块钱。

洼地排水菜农只能用水泵抽
据周围菜农介绍，蔬菜地东

西两侧因为有排水沟，受灾相对
较轻，中间那片菜地地势较洼，受
灾更严重。

记者沿着一条东西路往西
走，沿途不时看到一些油菜、生
菜烂在地里。道路南侧靠东位
置，菜农李师傅正在地里采摘蔬
菜。他告诉记者，因为这片地东

侧有些排水沟渠，遇到雨天，可
以起到排涝效果。“今年雨水大，
即使有沟渠，排水效果也不行，
我这块地在这一片区算是好的，
西北角那片地是受灾最严重的
区域，听说他们正在用泵排水
呢。”。

按李师傅的指引，记者继续
沿着东西公路，往西走，从一条岔

口往北，道路开始变得泥泞，记者
只能踮着脚勉强进入菜地。

一条自西向东的水带引起记
者注意。沿着水带往西行走约200
米，菜农董师傅正在一旁休息。北
侧的两亩田地是他今年刚承包过
来，地里的水还没有排干，约有5
厘米深。

地里种的几席小菜，还没出

苗就已经淹没在水中。即使积水
排干了，种子也不会再出苗了。

15日早上，董师傅与其他四
五个菜农合伙用水泵从地里抽
水，由于积水太深，两三天才能将
水抽干。

董师傅告诉记者，中间位置
地势洼，每次下雨都会有积水，但
今年雨水大，积水格外严重。

批发商一上午只收了两筐菜
菜地被淹，茄子、辣椒、西红

柿、丝瓜、黄瓜以及一些叶菜都
受到严重冲击。菜农董师傅告诉
记者，全村近千亩菜地，受灾严
重的达六七百亩，其中叶菜受灾
最为严重，“只要它们一淋雨，基

本上就会烂一大半。”
15日刚雨过天晴，但许多蔬

菜因雨天影响，产量质量明显下
降。谢翠花种的约1亩西红柿，本
来一次能收五六筐，现在只能收
两三筐。

由于质量产量下降明显，村
里的蔬菜批发市场也比往常冷
清了不少。“按照以前，现在市场
上人都是满满的，可现在几乎没
人。”

一辆河口的货车在市场上

已经等了一上午，但收上来的只
有一筐辣椒和一筐西红柿，货车
司机闲的没事打起了扑克。一位
菜农告诉记者，大多数蔬菜都烂
在地里，菜农们收不起蔬菜来，
许多批发商大都空手而归。

麒麟阁小区32号楼楼道内的积
水严重。

本报记者 王泽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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