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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莱芜

热热点点

三三个个月月降降水水量量仅仅1144 .. 44毫毫米米
莱芜部分地区遭遇干旱，没有雨水的滋润，小麦矮了10厘米
文/片 本报记者 陈静

根据莱芜市水文局4月2日发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莱芜市降水量严重偏少，河道来水、大中型水
库蓄水减少，地下水埋深增加，土壤水分流失严重，抗旱形势十分严峻。10日上午，记者来到了杨庄镇谭
家庄村，村民告诉记者，过了年才浇了一次地。因为灌溉不及时，谭家村的小麦要比其他村里的麦子矮
10厘米左右。为了应对干旱，为了缓解农田干旱的情况，雪野水库8日开始提闸放水用于农田灌溉。

没有浇上地的暴俊生看着自家的麦地很是着急。

10日上午，记者来到了出现
干旱情况的杨庄镇谭家庄村、石
家河村。据了解，谭家庄村的村民
主要以种植小麦、玉米、大蒜为
主。当下正是小麦成长的重要阶
段，可谭家庄的村民们却对今年
麦子的收成感到担忧。谭家庄受
地势等方面的影响水源灌溉不是
很便利，他们只能等雪野水库放
水时才能灌溉田地。

“你快看看，这地都旱成啥
样了。”谭家庄村暴俊生老汉说，
暴俊生早晨5点钟就和老伴到了
地头排队浇地，眼见就能排上队
了却停水了。“俺村里的这片地
在一个岭上，水不容易上来。”暴
俊生告诉记者，受到地势的制约，
村民们只能通过雪野水库放水来
解决灌溉问题，等了一上午没有
浇上地的暴俊生准备下午再来地
里看看。

记者围着谭家庄村的小麦

地走了一圈，发现谭家庄村的小
麦比旁边石家河村的小麦要矮
10厘米左右。“南边石家河村民
浇地主要靠杨水站里的水，北边
杨家庄村有一个小水坝。”谭家
庄村民李维意告诉记者，石家河
的村民已经给小麦补水两次了
了，而谭家庄有些村民连一次都
没浇上。

“好好的二分地，麦子都长成
草了。”等着浇地的暴俊生说，今
年降水少，他家地里的麦子长势
还不如往年的一半。往年一亩地
能收800多斤麦子，暴俊生告诉记
者今年能收500斤就很满足了。

“庄稼都旱死了，我们看着急一点
劲也使不上啊。”

记者从莱芜市雪野水库灌溉
管理科了解到，为了缓解农田干
旱的情况，雪野水库8日开始提闸
放水用于农田灌溉。与往年相比，
今年提前了10余天放水。

记者从莱芜市水文局了解
到，2014年以来莱芜市的降水量
异常偏少，自1月1日至3月31日全
市降水量为14 . 4毫米，较历年同
期偏少55 . 7%，较去年同期偏少
66 . 0%。除2月上旬和下旬发生两
次降水过程以外，其余时段均无
有效降水。截止到4月1日，莱芜8

座大中型水库蓄水总量为1 . 57亿
立方米，其中可供水量为1 . 50亿
立方米。蓄水量较2013年同期少
1479万立方米，较2014年1月1日减
少了1337万立方米。

根据地下水监测站实测资料
显示，4月1日全市地下水平均埋
深为2 1 . 9 1米，与年初相比降低

5 . 06米，较去年同期降低5 . 55米。
由于前期无有效降雨，地下水没
有得到有效补充，随着春耕灌溉
用水和工业用水量增加，地下水
埋深也随之增加，其中颜庄镇东
泉站地下水埋深下降最多，达9 . 7

米(为2014年4月1日与2014年1月1

日比较值)。
据4月1日墒情监测数据显

示，全市麦地0 . 1、0 . 2、0 . 4米深处
的平均土壤含水率分别为12%、
12 . 3%、14 %。从墒情监测情况来
看，口镇、杨庄、黄庄附近均出现
干旱情况，其他站点土壤含水率
适宜,部分地区土壤含水率偏高是
因为前期有灌溉。

本报4月10日讯(记者 于鹏飞
通讯员 张玲) 4月9日，莱芜市农业
局农业专家先后到经济开发区和雪野
旅游区两个乡镇的5个村，实地考察小
麦、大蒜生长和抗旱保春种情况。

据介绍，自2013年秋种以来，莱芜
降水明显减少，秋旱严重，又加之冬春
季雨雪明显少于往年，平均气温4 . 6

度，比常年偏高1度。如果旱情持续下
去，极有可能出现冬春连旱的不利形
势，给今年的夏粮生产造成极大威胁，
而且还可能给即将展开的春耕工作带

来难度。
面对旱情的严峻形势，市农业部

门号召各地集中人力、畜力、机械，在
有水源条件的地方全力进行了春灌。
截至目前，全市投入抗旱劳动力2 . 1万
人次，泵站30余处，机动抗旱设备3 . 4万
台套，浇灌面积8 . 32万亩次，抗旱用电
40 . 2万度，抗旱用油72吨，群众自筹资
金700余万元；推广春玉米、花生、棉花、
蔬菜抗旱品种15个，增施有机肥17万
亩，实行覆膜栽培马铃薯、花生、生姜、
黄烟等春栽作物，指导农户科学抗旱。

过完年才头一回浇地

2014年降水量异常偏少

相关链接

莱芜全力抗旱保春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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