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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新闻眼

前前三三个个月月降降水水同同比比锐锐减减近近七七成成
全市16%农田面积受旱，14座水库已开闸放水

本报泰安4月10日讯(记者
王世腾 通讯员 柳岩 谢

玉 ) 从去年9月份以来，泰安
平均降雨量较往年减少。从
2 0 1 4年至今，同期降水减少
66 . 7%，造成全市64 . 7万亩作物
遭受轻旱。泰安市14座大中型
水库、塘坝已陆续开闸放水应
对旱情。

10日，在宁阳县乡饮乡马
家庙村，农民王业明正忙着浇
水灌溉。与往年的塑料软管“小
白龙”和提水机械灌溉不同，王
业明给小麦浇水时并没有机器
的轰鸣，这主要是借助于乡饮
乡去年建成的小型农田水利工
程和南水北调配套网管。

“农民现在浇地只需打开
放水阀门，通过地下暗管渠远
距离调水灌溉。”宁阳县乡饮乡
相关负责人说，乡饮乡属于贫
水乡镇，乡里在已建成的古城
泵站以及主管道已建成的基础
上，对灌区灌溉设施进行配套，
大面积开挖蓄水坑塘，以应对
干旱。

“从去年9月份开始，泰城
平均降雨量就比往年同期偏少
8成，年后到现在平均降水只有
1 4 . 1 m m ，比 历 史 同 期 偏 少
66 . 7%。”泰安市防汛抗旱指挥
部工作人员说，受降水减少的
影响，全市在田作物受旱面积
64 . 7万亩，占总面积的16%，其

中重旱1 . 1万亩，白地缺墒面积
14 . 3万亩。据4月1日墒情监测
数据显示，全市白地0 . 1、0 . 2、
0 . 4米深处的平均土壤含水率
分别为：12 . 8%，14 . 1%、14 . 6%；
麦地0 . 1、0 . 2、0 . 4米深处的平均
土壤含水率分别为 1 0 . 3 % 、
12 . 0%、13 . 5%。从墒情监测情况
来看，属轻旱。

此外，地下水位与去年同
期相比，平原孔隙水区平均埋
深水位下降0 . 83米，隐伏岩溶
水区平均埋深水位下降0 . 4 1

米；城市水源地水位，肥城新城

上升2 . 65米，泰山区旧县上升
0 . 76米，大汶口东武下降1 . 28

米，宁阳县城下降1 . 29米。全市
有67座小型水库干涸，507眼机
电井出水不足。

为应对旱情，泰安市14座
大中型水库、塘坝已陆续开闸
放水，如果旱情进一步加剧，泰
安市将启动抗旱应急预案，采
取加大引水、合理调配水源、应
急打井、采取节水灌溉等抗旱
应急措施，并在抓好应急措施
的基础上，规划和实施中长期
抗旱措施。

本报泰安4月10日讯(记者 薛瑞)

从2月5日(农历正月初六)泰安降下
一场雪之后，泰山景区一个多月无有
效降水，森林防火等级一直处于红色
预警级别。

森林防火等级分为黄色、橙色、红
色三种，严重程度依次递增。自正月初
六到现在，泰山景区森林防火等级一
直为红色，处于防火高危期和紧要期。

“泰山的森林防火期从每年10月1日开
始，在防火期内会根据天气情况，发布
火灾预警级别。按照今年的情况，至少
到6月份才能取消预警。”工作人员介
绍。

据了解，为开展森林防火，泰山景
区去年冬季招录了135名季节性护林
员和54名灭火突击队员，今年2月下旬
又招录了95名季节性护林员，重点加
强晚上10点到次日8点的护林瞭望工
作，保证24小时进行护林巡查。

本报泰安4月10日讯(记者 王世
腾) 今年以来受降水偏少影响，泰安
64 . 7万亩作物遭受轻旱。同时，由于气
温较高，多种作物花期普遍提前5至10

天。
泰安市农业局工作人员介绍，目

前泰安大部分水浇地未出现干旱的情
况，地势较高山区麦田可能会出现不
同程度旱情及缺水缺墒情况。受干旱
影响，小麦容易长得偏矮，叶子发卷，
容易发生红蜘蛛病虫害，旱地小麦应
尽快找水浇灌。

此外，今年平均气温比往年偏高，
樱花、海棠、玉兰、桃花、梨花等作物花
期普遍提前5到10天。受此影响，市民
观赏花期的时间发生变化，比往年提
前。花期提前，果类、苗木作物坐果的
时间提前，一旦遇到霜冻的情况，果子
容易掉落，影响作物的产量，果农应该
提早规划，做好果物防冻的计划。“今
年预计水果产量降低，价格升高。”工
作人员说。

多种作物花期

提前5至10天

泰山森林防火

仍是红色预警

三四个月没下雨，高王寺村喊“渴”

蓄蓄水水坝坝要要见见底底，，全全村村吃吃水水犯犯难难
文/片 本报记者 赵兴超

蓄水坝几近干涸，村里的自供水断流，家家户户
买水吃或让儿女送水上来。连续三四个月没有降水，
靠天吃水的泰城粥店街道高王寺村，为吃水犯难。

村民杨继学家中仅剩的一点水。

本报泰安4月10日讯(记者 路伟)

今年以来，泰安降水偏少，上次雨量
较大的降雨天气已经是近2个月前，降
水量也仅有4 . 4毫米。11日和12日，泰
安局部地区将迎来降水，但是降水量
不大，对旱情的缓解作用不明显。

泰安市气象台每周一都会对上周
天气进行情况进行汇总，“根据7日，也
就是最近一次天气汇总情况，和往年
同期平均数据相比，今年降水量偏少
六成多。”市气象台工作人员说，3月18

日，泰安曾有一次降水过程，但是降水
量仅为0 . 3毫米。“降水量比较大的一
次降水是在2月27日，那次的降水量为
4 . 4毫米，从那时起，还没出现过较大
的降雨天气。”

10日下午泰安市气象台发布天气
预报，11日和12日，泰安局部地区将迎
来降雨天气，但是雨量并不充沛，对旱
情的缓解起不到太大的作用。“从卫星
云图上看，17日，泰安还会有一次降雨
过程，目前来看，雨量还可以，差不多
为小雨，由于间隔太久，到时是否会变
化，还不能确定。”工作人员说。

干旱天气，市民认为可以通过人
工降雨缓解天气，泰安市气象台工作
人员解释，对于人工降雨，一直都在准
备，但是最近泰安云量少，并不适合人
工降雨作业。

今明或迎降水

难缓解旱情

儿女轮流给老人送水

半盆脏水也舍不得倒

“村里缺水已经三四个
月了，隔五六天才放一次水，
最 多 接 一 小 桶 ，完 全 不 够
用。”10日，在泰城粥店街道
高王寺村村民杨继武家，已
经80岁的老人，把水桶放到
水龙头下，盼着能来点水。

高王寺村四百多户，只
有不到十户自费打过深井
的人家能吃上水，多数家庭
从去年年底至今，每天都在
买水用。“每天下班回家，都
得带一桶20斤的水回来，有
时候从公司里接，有时候从
卖水的村民家里买。”村民
杨先生说，一桶水能让一家
五口人吃上一天，但洗衣服
还得把衣服带到公司里或
者有水的朋友、同事家里。

杨继武老两口都已经
80岁高龄，家里摆放着三口
大缸和七八只水桶、水盆。
但这些盛水用的器具，空了
三四个月。杨继武说，从过
年到现在，只能让儿女隔三
差 五 从 山 下 往 家 里 送 水 ，

“谁有空谁来送几桶，要是
赶上都很忙，我们俩吃水就
得更节省。”

记者在88岁的村民杨继
学家中，刚好遇到来送水的
老人小女儿杨女士。杨女士
用电动车从山下带了一桶
水，她也和几个兄弟姐妹轮
流送水。老人年事已高，因为
缺水连已经用得浑浊的半盆
水也不舍得倒掉，说留着洗
点东西。

蓄水坝快见底了

可全村都吃这的水

10日，高王寺村的水源
地已枯竭，蓄水坝几乎见底。

村里的老人告诉记者，
往年干旱时，周边村子再旱
再缺水，本村也没事。“以前
干旱的时候，附近樱桃园等
地村子的人，还都到我们村
来拉水吃哩。”80岁的村民杨
继武说。上世纪80年代左右，
村里在后山一条河道中建了
道拦水坝，村民们就是饮用
这道蓄水坝里的水。由于不
缺水，村里多年来一直没通

自来水。
10日，记者翻过几道山

梁来到为高王寺村居民供水
的拦水坝。拦水坝所在的整
条河道已经干涸，只有几处
小水洼。顺着输水管道向东
下山，在高王寺村的蓄水坝
内，水位也已经只有 1米左
右。大概从去年年底就逐渐
变成这样，每天都能看到水
面在缩小，估计再有一两个
月不下雨，就得完全干了。”
村民杨先生说。

钻头探地百余米

也没找到地下水

高王寺村村书记杨中水
说，去年年底时，村委找来岱
岳区水利局的专家测量，经
过勘探后，花七万多元打了
一眼150多米的深井，但没能
打出水来。

杨中水坦言，高王寺村
历来靠天吃水，这一情况仅
凭村委有限的资金难以解
决，村委也向所在粥店街道

办事处做过反映，但一直没
有得到彻底解决。杨中水说。
村委也曾考虑过改造自来
水，但该村已经进入旧村改
造计划，一两年内可能就要
拆迁，在这期间改造自来水
管道，又会造成资源浪费。

村委表示，已经再次向
上级反映了村里干旱的问
题，想办法解决村民吃水难。

（据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提供
数据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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