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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威海

城事

一一夜夜大大雨雨解解了了农农田田干干渴渴
32 . 1万亩农田解除干旱预警，另有67万亩农田转为轻旱区

本报7月22日讯(记者 李孟
霏) 22日凌晨，威海市区喜迎降
雨，让农田的干旱情况有了一定
缓解。22日，记者从威海市农业
局生产科了解到，截至22日，威
海市共有32 . 1万亩农田解除干
旱预警，另有67万亩农田由重旱
区转为轻旱区。

此前，根据威海市抗旱防汛

指挥部办公室提供的数据，2014
年以来，威海市累计平均降水
249毫米，较多年同期偏少22%，
较去年同期偏少19 . 4%。特别是6
月8日至7月15日，全市平均降雨
仅 5 . 6 毫米，较历年同期偏少
96 . 2%，较去年同期偏少92%，其
中：环翠区2毫米、文登区11 . 9毫
米、荣成市2 . 2毫米、乳山市1 . 3

毫米。威海市大中小水利工程共
蓄水2 . 35亿方，其中15座大中型
水库蓄水1 . 62亿方，较多年同期
偏少 1 2 . 8%，较去年同期偏少
25%；小型水库蓄水5280万方，塘
坝蓄水2100万方，比多年平均偏
少40%左右。

该办公室的一位林姓工作人
员称，今年是自2000年以来，威

海市区同期降水量最少的一年。
截至 2 1日，威海市区共有

99 . 1万亩农田受灾，其中近40万
亩农田属于重旱区。22日凌晨的
降雨对重旱区的农田带来了有利
影响，降雨过后，环翠区、经区、临
港区32 . 1万亩农田解除干旱预
警，文登区、荣成市和乳山市共尚
有67万亩农田由重旱转为轻旱

区。
尽管如此，降雨前的持续干

旱天气仍对玉米、花生、小麦等农
作物生产造成了比较大的影响。
环翠区农业技术推广站的孔站长
称，今年玉米大量减产已成定局，
夏玉米虽然苗期比较耐旱，但是
过度干旱会影响植株发育，形成
小苗弱苗，影响后期生长发育。

市区成降雨“窝点”

最大降雨63 . 5毫米

本报7月22日讯(见习记者
刘洁) 记者从威海人民政府防汛
抗旱指挥部办公室获悉，21日22
时至22日7时，威海全市平均降雨
量19 . 1毫米，全市最大降雨量点
在市区，降雨63 . 5毫米，其中环翠
区平均降雨量最大达到39毫米。

据了解，本场降雨集中在环
翠区和荣成市，环翠区降雨量最
多，乳山市降雨量最少。其中，环
翠区13个监测点平均降雨量39 . 0
毫米，市区最多，为63 . 5毫米，初
村镇最少，为14 . 5毫米；文登区14
个监测点平均降雨量11毫米，文
登营最多，为25 . 5毫米，埠口最
少，为3 . 5毫米；乳山市15个监测
点平均降雨量0 . 7毫米，冯家最
多，为4 . 5毫米，下初、乳山寨、白
沙滩等10个雨量监测点降雨量为
零；荣成市15个监测点平均降雨
量28 . 1毫米，崖头最多，为48 . 5毫
米，宁津最少，为4 . 5毫米；威海市
最大降雨量点在市区，降雨量为
63 . 5毫米。本月全市平均累计降
雨47 .3毫米。

天天旱旱气气温温高高 西西瓜瓜便便宜宜个个头头小小
价格跌破一元，较去年降两成

本报7月22日 (记者 李孟
霏) 尽管天降喜雨，但对于大部
分瓜农来说，却笑不起来，本应是
西瓜热销的季节，但相比去年同
期，西瓜价格已经跌破1元/斤，
同比降了两成多。

“个头太小卖不上价格，”文

登大水泊镇的果农于先生坦言，
由于今年夏天气温比较高，因此
西瓜的个头比去年小了不少，价
格也随之下跌，“现在本地西瓜很
少有超过10斤的，不好卖啊！”

目前，西瓜的批发价格在
0 . 5元—0 . 8元/斤，而去年同期，

批发价格基本在1 . 3元—1 . 5元，
所以于先生今年不做批发，而是
自己直接零售。

“西瓜最多只能放置一个星
期，所以瓜农和批发商都想尽快
出手，免得赔钱，”果农孙女士是
羊亭镇人，种了多年西瓜的她告

诉记者，今年的天气比较干旱，西
瓜个头小，加之外地西瓜的冲击，
因此本地瓜农的日子并不好过。
虽然现在西瓜的零售价格已经跌
破1元/斤，但是也只能硬着头皮
卖，“去年一亩地能赚到6000元
左右，今年估计只能赚4000元

了。”
从事多年西瓜零售生意的于

先生说，外地西瓜的冲击，对本地
市场造成不小影响，“东北西瓜，
牟平西瓜、寿光西瓜都来抢占本
地市场，价格肯定也会有所影
响。”

大大雨雨
惹惹的的祸祸
22日，受大雨影响，市

区大众路段一处民房出
现了一定程度损毁。倒塌
的平房临街，靠西侧的墙
有一半都塌了下来，顶棚
已经掉落，地上满是石
块。据了解，目前没有人
员伤亡的报告。

本报见习记者
陈乃彰 摄影报道

有有了了这这场场雨雨 无无花花果果秋秋果果产产量量有有准准了了
本报7月22日讯(记者 李

孟霏) 22日凌晨威海的降雨
对无花果农来说，无疑是个好
消息。有了这场降雨，今年无花
果秋果的产量和个头将有了保
证。

“降了这场雨，秋果肯定小
不了！”22日上午，崮山镇岭西
村刘永良说，无花果分为春果

和秋果两季，由于2013年无花
果树遭遇几十年一遇的冻害，
成批的无花果树枯死，导致当
年的无花果春果几近绝产，而
今年的情况刚刚有所好转，却
又遇上了旱灾。

在荣成市港西镇种植了15
亩无花果的梁波也说，尽管今
年夏季的干旱对春果的影响不

大，但对于即将上市的秋果却
影响很大，而有了这场降雨，秋
果的产量和个头也都有了保
障。他计今年秋果能产3000斤
左右，是去年的两倍，“这场雨
雨量不小，对无花果树很重
要。”

泊于镇果茶站的张站长介
绍，目前，无花果春果已经临近

尾声，秋果的结果情况对于无
花果农来说非常重要，这场降
雨来的很及时，而如果没有太
恶劣的天气出现，秋果的产量
将增加，价格也会比去年低不
少，

“去年基本上都是10元/
斤，今年的无花果的价格最贵
也就是15元/2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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