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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地下下水水有有怪怪味味，，村村民民无无奈奈买买水水喝喝
泰安卸甲河因污水垃圾变臭水沟，附近居民怀疑地下水受污染

我的家乡在陵县前孙镇北许
村，是鲁西北平原上一个千余人
的村子。名不见经传的家乡，因为
有了环村的三条河，让村子闻名
四里八乡，居乡的离乡的常以环
村河出鱼产藕长苇子而自豪。

有了环村河便有了童年快乐
的生活，可是三条河的名字至今
无从知晓，这不免让人有些伤感
与无奈。我曾经问过爷爷、父亲，
他们都不知晓。家乡人都习惯把
这几条小河叫做湾。

家乡的环村河与村外的河水
相通，那时每到庄稼干渴的时候，
只要把村南的小水闸提起，清清
的绿水就会欢快地流进环村湾，
鲢鱼、鲫鱼也会跟着水游来。中
秋、国庆、春节都能吃上新鲜的
鱼，几十年来从没干枯过。

欢乐的记忆停留在上个世纪
90年代前，河里的水清澈见底，游
鱼穿梭，荷花朵朵蜻蜓点水，水鸟
戏水鸭鹅觅食，秋日芦苇俨然就
是伫立的哨兵，冬天河面则成了
一个大冰场，我们常常自制滑板
飞舞冰面，扫净冰面积雪砸冰抓
鱼。这一幕幕快乐的往事像一帧
照片镶嵌在昨天的影集里，可惜
的是这样的好时光到了上世纪90

年代后便逐渐远离。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上游

的水没有了，夏天的雨水也少了，
人畜饮水都十分困难的家乡再也
没有了环村的水湾，湾底干裂的
泥块、成片的垃圾让人惨不忍睹。

可喜的是，进入新世纪后，家
乡的小河又迎来了重生，乡亲们
撒上鱼苗种上藕，儿时的美景又
呈现在眼前。 德州 梁继志

为了更好地保护我们身边
的河流，齐鲁晚报联合阿里公益
共同发起“步行齐鲁·家乡的河”
公益活动。

如果你家乡的河流正在承
受污染之痛，如果家乡的乡亲没
有干净的水饮用，如果发现有人
正在排污却没有人来管，你都可
以告诉我们，本报记者将赴现场
进行调查采访，曝光那些乱排乱
放污染河流的行为以及治污不
力的企业和部门。

提供线索您可以拨打本报
热线电话96706，也可以关注齐鲁
晚报网、齐鲁晚报官方微博和来
往官方账号、天天正能量微博和
来往官方账号。

本报济南7月11日讯(记者
廖雯颖) 11日，全省17市6月

份大气质量排名出炉，“蓝天白
云，繁星闪烁”天数平均仅11天，
13个城市不足半月，济宁最少只
有4天。同比恶化最严重的城市是
烟台，减少11天。同比增加最多的
是德州、菏泽两市，增加了7天。

11日，省环保厅通报6月份全
省大气质量。“蓝天白云，繁星闪
烁”(能见度≥10公里)天数最多
的是日照，23天。除了日照、青岛、
威海和烟台，其余13个城市蓝天
数均不足半月，全省蓝天数平均
只有11 . 2天，同比减少了0 . 4天，
7个城市出现同比恶化。

本报济南7月11日讯(记者
李钢 实习生 高金) “市

场上买的粥怎么那么浓稠，自
己怎么熬也不行，是不是加了
增稠剂之类的东西？”针对市民
的反映，我省在全省范围内开
展了早餐米粥专项检查，目前
已经检查1800余家，未发现有
人使用“增稠剂”。

不少居民都有这样的经
历，自己家里的粥怎么熬也没
有市场上买的粥浓稠。因此，很
多人担心买的粥里加了“增稠

剂”。为此，我省食药监部门在
全省开展了早餐米粥专项突击
检查，要求每个县(市、区)至少
检查5家早餐店(点)和粥店。重
点检查其是否在米粥加工制作
过程中添加使用黄原胶、羧甲
基纤维素钠及其他增稠剂。

截至目前，全省共检查早
餐店(点)和有米粥供应的餐饮
单位1812家，均未发现违法添
加使用黄原胶和羧甲基纤维素
钠的情形。

省食药监局有关工作人员

介绍，增稠剂是食品添加剂的
一种，广泛应用在冷饮、果冻、
酸奶、肉制品等食物中，主要用
于改善和增加食物的黏稠度，
并能使食品有较好的口感，其
中，黄原胶和羧甲基纤维素钠
等都是常用的增稠剂，二者可
在各类食品中按生产需要适量
使用，但不包括大米及其制品。

“在粥里加增稠剂，肯定是
违法的。”该工作人员表示，一
旦发现，监管部门将依照《食品
安全法》等有关规定依法处理。

省食药监局提醒，从此次
全省米粥专项检查结果来看，
未发现违法添加使用增稠剂的
行为，建议消费者没有必要过分
担心早餐米粥添加增稠剂的问
题，更没有必要谈增稠剂色变。

“虽然没有加增稠剂的，但
加淀粉允许吗？”不少居民有这
样的疑问。省食药监局有关工
作人员解释，添加淀粉并没有
禁止性规定，但是如果粥铺打
出纯自然熬制而又添加了淀粉
则涉嫌欺骗消费者。

卸甲河流经泰安泰
山区邱家店镇，在侯家店
村西河段，原来十几米宽
的河面现在成了一条水
沟，附近村民在河两岸种
上庄稼和树，河道里到处
能看到垃圾。村民介绍，
村北就是胜利渠，胜利渠
不定期往卸甲河开闸放
水，有时放的水是红色
的，还有恶臭味。村里的
地下水和自来水也变得
咸咸的，有一股怪味，村
民都是买水喝。

“听老人说这条河有好
几百年了，以前特别宽，挺大
的一条河，往南一片河滩。后
来河道都被填了，周边的地
就被村民承包了种上树和庄
稼，基本上就没大有水了，还
到处是垃圾。”11日，邱家店
镇侯家店村60岁的张先生告
诉记者。

11日，记者从邱家店镇政

府东面的 卸 甲 河 桥 上 往 南
看，发现宽15米左右的河道
里长满野草和稀稀拉拉的树
木，仅剩下两三米的水沟还
在流水，在河岸边还堆着一
大堆垃圾。

沿着河边小路一直往北
走，来到侯家店村南一处桥洞
下，在桥墩上1 . 5米高的地方
还能看出多年前水位线的位

置，一大片生活垃圾堆在河道
沿岸，在烈日下泛着臭味。

“有了胜利渠以后，水慢
慢就都被截住了。”张先生说，
他小时候一眼就能看到河底，
夏天经常有很多人在这里摸
鱼抓虾，现在连水都没了，别
说逮鱼，水都整天臭烘烘的。
卸甲河东岸紧挨着侯家店村，
河岸成了“露天垃圾场”。

“井里的水都不能喝了，
自来水也有味儿，这几年我们
都是买水喝。”在侯家店村南
头，记者见到正在街上乘凉的
孙女士，她说村里买水喝已经
持续了两三年。

另外一名村民介绍，原来
他们喝自来水，但是烧过水
后，壶里会留下厚厚的水垢。

“从井里抽上来的水，看上去
没问题，但是烧开后，水面一

层白沫，喝起来也感觉咸咸
的，有一股怪味道。”村民说，
刚开始，他们以为是水碱太
大，后来听村里的年轻人说，
可能是地下水污染了。

后来村子里安上了自来
水，自来水从村南10公里之外
的埠阳庄引过来。“刚安上自
来水以后，我们就喝自来水，
但是喝了一段时间，也觉得这
水有说不上来的味儿，后来干

脆不喝了。”一名村民说。
据村民介绍，他们现在喝

的水是从卖水的商贩那里买
来的，商贩隔三差五会往村子
里送水。“卖水的说，水是山泉
水，一块五能买50斤，我们家
就我们两口子，三天就得喝一
桶。”村民张先生说。

虽然侯家店村不少村民
家有水井，但村民们只是用这
些水洗衣服、浇菜。

“本来河里的水就少，有
时候上边还往下流红色的
水。”村民孙女士说，村北头就
是胜利渠，那里有一个水闸，
不定期会往河里排水，红色的
水都是从那里排出来的。

“胜利渠的水都是从上边
淌下来的，上游特别是山口有
很多锅炉厂、造纸厂、钢管厂，
这些红色的污水很有可能是
这些厂里排放出来的。”一位
村民说，污水排放下来后，散

发着浓浓的恶臭味儿，村民们
都不敢靠近河边。“冬天还好
点，夏天太阳一晒，老远都能
闻到臭味，太恶心了，好几天
都散不了。”

根据村民的指引，记者从
侯家店村往北走，在村北头找
到了胜利渠与卸甲河交界处。
首先进入视线的是铺在胜利
渠上一条近百米的垃圾带，塑
料袋、破衣服、废弃的家具都
堆积在渠中，垃圾下面才是水

流，记者扔下一块拳头大小的
石头，水面都没泛起水花。

沿胜利渠往东通往山口
镇的街道上，随处可见锅炉
厂、钢材厂的指示牌。中午12
点半左右，在侯家店村东边，
记者看到一个碗口粗细的管
道正向胜利渠排污。红色的污
水散发着恶臭，胜利渠里的水
一下子被染成红色。这些水一
部分随胜利渠流向下游，一部
分通过水闸排到卸甲河。

本报记者 路伟
本报见习记者 杨思华

全省13市蓝天数

6月份不足半月这这么么稠稠的的粥粥会会不不会会加加了了增增稠稠剂剂
我省开展早餐米粥专项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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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被污染的河流

我家门口那条河

家乡的环村河

闻名四里八乡

十几米宽的河道成臭水沟，垃圾堆岸边

地下水出现怪味，村民都不敢喝

红色污水散发着臭味排进明渠

在泰安侯家店村南铁路桥下，卸甲河岸边堆积着不少垃圾。 本报记者 路伟 摄

一条碗口粗细的排污管
道往胜利渠排放红色污水。

本报记者 路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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