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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打井井队队伍伍携携设设备备进进驻驻罗罗家家堂堂村村
945位村民有望一周内喝上干净的深井水

目前，罗家堂村有四口十米
深的大井，其中三口井还能出水，
村子里灌溉都是用这三口井。“现
在村子里灌溉用水不成问题，主要
是喝的水不行。”罗家堂村党支部
书记杜宪明说，村子原本就铺设了
自来水管道，深水井与主管道相差
不远，等深水井出水后，村里就将
水井与自来水管道连接起来，村
民马上就能喝上深井自来水。

“这口井村子会封起来，只用
于饮用。”杜宪明说，因为井的水
量有限，村里会定时放水，春夏的
时候早晨5点到6点放水一个小
时，秋冬时每天下午5点半到6点
半放水一个小时。“等打出水来
后，我得泡上一壶好茶，代表我们
全村感谢阿里公益，感谢山东省
地矿工程勘察院(八○一队)，感
谢齐鲁晚报。”杜宪明憧憬着出水
后的场景真诚地说。

本报记者 张璐 王世腾

本报泰安7月22日讯(记者
张璐 王世腾) 22日，山东省地
矿工程勘察院(八○一队)的打井
队伍带着机器设备进驻泰安罗家
堂村，23日，200米的深水井正式
开打，罗家堂村945位村民的吃水
问题将得到彻底解决。

22日下午4点多，在泰安岱岳
区夏张镇罗家堂村南侧的山丘地
带，十多位村民正帮着将打井机
器从货车上卸下。22日泰安气温达
到37℃，大家都汗流浃背，但村民
都非常积极，好像忘记炎热和劳
累。“打井的机器来了，很快就能
喝上干净的地下水了，干再多的
活也不嫌累。”村民张绪金说。

在打井点附近，村民按照前
几次物探的结果，开垦出一片半
个篮球场大小的空地。此前，山东
省地矿工程勘察院的打井专家先
后三次来到罗家堂村，以确定最
终的打井地点。

“18日，专家确定打井地点
后，村子调来挖掘机将地平整了
出来。”罗家堂村党支部书记杜宪
明说，清理出的空地南北长10米，
东西宽20米，正好满足钻机的作
业要求。此外，为给施工提供电源
保障，村里还提前从村子南头接
了一条长450米的电线，保证钻机
作业和照明要求。

“三次定位后的打井地点正
好处于地下岩层的断裂带，钻机
将通过断裂带穿透岩层。”山东省
地矿工程勘察院(八○一队)钻井
施工公司生产经理任洪成说，按
照前期测算，打井队将打一口直
径为254毫米、深为200米的水井。

“打这口200米深的井，约需要一
个星期时间。”

22日，山东省地矿工程勘察
院(八○一队)的打井设备刚一进
村，许多村民就赶到打井地点来
帮忙。“这设备还是第一次见，以
前都是打的大口井。”罗家堂村党
支部书记杜宪明说，以前村子打
井时都是用挖掘机，但是挖到地
下10米左右就会遇到岩层，再也
挖不动了。挖出来的井直径都在5
到10米之间，随后村民再把井的
周边用水泥砌起来。

山东省地矿工程勘察院
(八○一队)钻井施工公司生
产经理任洪成说，根据村子
以前打的取水井的水量和打
出来的石块可以断定，罗家
堂村地下的岩石构造以花岗
岩为主，这种岩石很难出水，
需要在岩石的断裂面打一口
深水井。

6月27日，打井专家利用
专业的测量设备，在村子目
前的饮水井与旧的浇地井
之间和村子两条河的交叉
口 确 定 了 两 个 物 理 探 测
点。随后，经过电脑分析，
专家又来到罗家堂村，最
终在村子南侧两条河交叉
口西侧确定了大致的打井
点。7月18日专家再次带着
GPS定位仪器到罗家堂村，
现场精确定位打井点。

为给罗家堂村打好井，
山东省地矿工程勘察院还调

来了国内最先进的打井设备
SL-400B潜孔锤钻机。

“钻机将地下的石块磨
成石屑，随着打出来的水抽
到地面。”任洪成说，罗家堂
村地下岩层的顶层为强风化
的大颗粒花岗岩，这种岩石
钻机很容易穿透，利用钻机
一根三米长的单管半小时就
能打完。但是随着钻机的深
入，岩层会越来越硬，打井的
进度也会慢下来。打到100米
深的时候，钻井队会根据出
水量及时调整，争取早日让
罗家堂村民喝上干净的地下
水。

“罗家堂村地下岩层是
花岗岩，如果打出水来，这水
就会比较甘甜，里面含有很
多矿物质。”任洪成说，打出
来的深水井每小时的出水量
为四五方，完全能满足全村
945位村民的吃水需求。

泰安罗家堂村吃水难

深水井出水后

只用于饮用

“现在村子里喝的水都是十
米深的浅水井里的水，有股涩味，
烧完水还有一层白色片状物。”罗
家堂村民董纪田说，村里现在的
自来水，好多人都不喝了。

“罗家堂村因为地势低洼，附
近村里的污水都到这里沉积。”杜
宪明说，村里都是沙土地，原先从
地上挖一个坑，就有清水冒出来，
村民家里都靠自打井吃水。从
1998年开始，因为污染，自家井里
的水不能吃了，村里就在村南打
大口井，给村民提供自来水。慢慢
地，新打的大口井里的水逐渐变
少。几年前，上游建起了一处奶牛
养殖场，出现了污水流入河道的
情况，污染了河水，进而也影响了
地下水水质。为吃水，目前村子里
很多居民都是到距离村子十多里
路的荣华村去拉水，村南井里的
水大都用来浇地。

本报记者 张璐 王世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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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现有的井水

很多村民不敢喝

为为找找打打井井点点，，专专家家三三顾顾罗罗家家堂堂
还专门调来国内最先进的打井设备

22日，省地矿工程勘察院打井队伍携钻井设备开进罗家堂施工现场。 本报记者 张璐 摄

22日，在罗家堂村民的帮
助下，打井队员进行最后一次
打井方位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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