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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气气太太热热，，降降水水太太少少，，济济阳阳部部分分农农 田田遭遭受受旱旱灾灾
今年累计降水量只有182 . 1毫米，同比减少201 . 3毫米

电箱短路燃烧10分钟
消防：家中要备灭火器

近日，夏季气温高，降雨也多发，由于老城区不少电
路老化，联电起火现象时有发生，继而为居民带来财产损
失。在此，济阳消防大队官兵提醒市民家中要配备灭火
器，及时扑灭大火。

本报记者 梁越 杨擎 通讯员 刘彬

近日，济阳县多个村庄30余名村民均给本报“有事您说”栏目打来热线称，村里比较干旱，一
直没有水灌溉耕地。记者也走访几个村庄发现部分耕地因天旱已绝产。据了解，今年累计降水
量达182.1毫米，同期减少201.3毫米。为此，相关部门加强沟渠清淤治理，确保灌溉用水畅通。

雨水太少，降雨量同比减少201 . 3毫米

根据济阳县防汛办公室提供
的数据显示，因黄河小浪底6月29
日至7月6日进行调水调沙，7月3日
流经济阳县，借助商河县饮用水水
库蓄水引黄，济阳县自7月6日16时
至7月13日17时，通过邢家渡干渠
下游大部分支渠提闸引黄7天，进
行应急抗旱。

随后，张辛引黄闸、葛店引黄闸、
沟杨引黄闸已分别自7月14日、16日、
18日16时起提闸引黄，而目前邢家渡
引黄闸已因黄河水位低，无法引用黄
河水。“张辛引黄闸已于23日上午11
时停止放水。”相关负责人说。

“黄河水水量少，村民灌溉则需
依靠地表水和井水。”济阳县水务局

相关负责人说，根据雨晴报告表显
示，截至7月25日，济阳县2014年平均
降水量为117 . 8毫米，2013年平均值
为309 . 1毫米，同比减少201 . 3毫米。

相关负责人表示，济阳县2014年
累计降雨量最多的乡镇为崔寨，太
平、新市、垛石三个乡镇降雨量较少。
为此，济阳县水务局抓住当前水利施
工的有利时机，加紧实施农田水利基
本建设，做好重点水毁工程修复。

此外，济阳县水务局还加强沟渠
清淤治理，疏通各级淤积河道，确保
灌溉用水畅通。与农业、电力、农机、
人影办等有关部门的联系协作，落实
农资供应、电力供应和技术保障等措
施，协调各方面资源。

干旱地块应尽快补灌

据济阳县农业局土肥站监测数
据显示，自7月8日至7月28日，济阳县
平均降雨量31 . 7毫米。

其中近10日内降雨量占总降雨
量的80%。根据7月28日对济阳县玉米
地块进行墒情监测，监测结果为0-20

厘米土层，质量含水量19 . 9%，相对含
水量71 . 5%；20-40厘米土层，质量含
水量22 . 8%，相对含水量78 . 5%。

与7月8日济阳县农田0-40厘米
土层墒情监测结果相比，夏玉米地块
土壤相对含水量平均上升了近3个百
分点。综合评价，济阳县土壤墒情仍
略微不足，近期未灌溉地块多处于轻
旱状态。而近期降雨量较少的仁风镇
等地，土壤墒情不足，处于中旱状态。

目前，济阳县夏玉米正逐步进
入大喇叭口期，为确保玉米高产稳
产，济阳县农业局农业专家建议，
各镇 (街道 )应时刻关注天气变化，
农田墒情属干旱且有水浇条件的
地块应该尽快进行补灌，灌水定额
要适宜，避免灌水量过大而灌后遇
雨加重涝渍为害。

在追肥方面，每亩可追施玉米配
方肥(26-6-8)30-40公斤或尿素15-23

公斤、磷酸二铵4-6公斤、氯化钾5-7

公斤，以促穗大粒多。施肥需开沟埋
施或用机械耧施，避免撒施。此外，该
期玉米螟、黏虫、棉铃虫和大、小斑病
将有不同程度发生，应当注意及时防
治病虫害。

1200余亩田地 仅靠一机井灌溉

近日，记者一行驱车来到
新市镇小庄村北侧的田地，村
民吴先生一家正准备给自家
田地浇水，将200余米的管子
沿田间地头铺设好。随着“轰
隆”的响声，抽水机开始将27
米深的地下水抽到地面上灌
溉农田。

“这亩地只有西北侧的50
棵棒子高度超过半米，剩余的
只有10厘米高。”吴先生指着
玉米田说，按照原计划，玉米
还有50天成熟，而自家玉米秆
才这么矮，今年估计得颗粒无

收。谈及原因，归根到底还是
天气太干旱。

吴先生称本村距离黄河
较远，村民无法利用黄河水
灌溉田地。“村子北边和南
边 都 有 水 沟 ，但 距 离 也 太
远。”田地灌溉需沿着马路
铺设1000余米的塑料管，既
影响交通又浪费资金。抽取
地下水则成为村民最佳灌溉
方式。

“今年又特别干旱，降水
也少，水层隐藏很深，施工队
打到27米才将水抽到地上。”

村民郭女士说，村子北侧的
1 2 0 0余亩田地均依靠该机
井 灌 溉 ，由 北 向 南 依 次 排
队 ，浇 一 圈 下 来 足 足 有 1 5
天。加之今年干旱程度较为
严重，需灌溉2-3次。

在漫长的等待过程中，不
少玉米地因缺水而叶子发黄，
生长速度明显减缓。“我们天
天盼望大雨来临，缓解一下
旱情，可一直是晴天，温度
还这么高。”郭女士说，部分
村民生怕今年毫无收成，开
始外出打零工。

离黄河较远，部分村庄田地减产

新市镇小庄村因距离黄
河较远，无法利用黄河水灌
溉，农田出现旱灾。而回河镇
北部的淮里洼村也因水量不
足，出现大量枯萎玉米。24日
16时，记者来到了淮里洼村的
西侧，眼前的玉米田枯黄矮
小，连生命力较强的杂草也快
干死了。

“晴天时，玉米叶子发黑，用
手一捻便成一缕。”村民郭先生
说，每亩田地的种子、农药、化肥
等成本要在300元左右，估计这

片地最少减产百分之七十，按
照正常的收入合计刚好够成
本，更不用提收益了。

据了解，淮里洼村的灌溉
水，来自东边距离本村5公里
处的引黄泵站，泵站提水通过
管道从东往西穿过五六个村
庄才到达淮里洼村。每当灌溉
季节或是旱季，五六个村集中
浇水，“每到我们村，水就没
了。”村民李女士说。

盼不到黄河水，村民则期
待降雨。“前段时间有几场大

雨，可我们这边一点也没下。”
村民王继福说，水沟内也没有
存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玉米
枯萎。由于等不到灌溉水源，
村内已有不少玉米地绝产。

此外，记者也走访垛石
镇发现，田地非常干旱，沟渠
内也没有积水。白衣店村、东
坡村、穆家村、大官庄、支家
村等30余名村民给本报打来
热线称，村内特别干旱，缺少
水源灌溉田地，希望相关部
门解决。

伏伏天天乘乘凉凉，，本本报报给给您您找找到到四四处处好好地地方方

高温事件

电箱联电遇雨又着火

近日，位于原县委家属楼
4号楼东单元的电箱突然起
火。“起火时我正在阳台上乘
凉。”居住在5号楼的王先生
说，起初电箱连续冒出几点火
花，随后西墙南侧的一个电箱
首先着火。

据了解，此次电箱着火并
没有引起整个楼道的居民的
注意。“起初家里停电并不知
道是由于电箱着火引起的，还
以为家里跳闸了。”居民刘女
士说，下午5时，还没有下班，
下班回来发现家里停电了，并
没有想到是电箱着火了。

晚上10时30分，第二场小
雨即将来临，零星的雨点打到
电箱上，使得4号楼的电箱再

次起火。“这次起火的时间比
较长，足足烧了10来分钟。”5

号楼的杨女士说，这次不仅将
先前起火的电箱再次引燃，还
牵连了旁边的电箱，火势很
大，如果楼上的阳台上有易燃
物品，火就很可能冲到家里去
了。

4号楼东单元的居民随即
拨打了济阳镇供电所的电话。

“这次起火主要是线路老化引
起的联电。”济阳镇供电所工作
人员说，先对东单元的线路进
行排查，以防再次起火。第二天
上午，济阳镇供电所工作人员
对4号楼东单元的线路和电箱
进行了修理，中午11时左右，
该单元居民得以正常用电。

夏季是用电高峰期，许多
家用电器同时使用，并且使用
时间过长，一旦用电不慎或严
重超负荷，容易引起电线短路
等故障，引发火灾。那针对家
中电器，如何才能预防火灾
呢？消防官兵为您支招。

如果家庭电器或线路起
火，要先断电，用干粉、气体灭
火器灭火，切不可用水灭火，

防止触电或者电器爆炸。如果
是家庭液化气阀门或者皮管
起火，不要恐慌，直接关闭阀
门即可。如果火势过大，可以
用湿毛巾和抹布猛力抽打后
关紧阀门，并把液化气迅速搬
离火灾现场。

此外，家里应当配备二氧
化碳、1211等灭火器，一旦发生
因电引起的火灾，可及时扑灭。

家里应配备灭火器

相关链接

本报记者 梁越 见习记者 张健

文/片 本报记者 杨擎

淮里洼村干涸的河道。 本报记者 梁越 摄

纳凉点 ：济北公园

树多水多还能听戏曲

要说凉爽，不外乎要满足两个条件：树
多、水多，同时有水又有树的地方要数济北
公园了。

公园东、西各有一条小路，路两侧的树
枝繁叶茂，走在小路上不仅凉爽，还能欣赏
公园的美景。每天下午在公园的一角，总有
不少老年人聚在一起唱歌跳舞，好不热闹。

公园的假山中、小亭子里，给济阳的小
情侣们提供了既浪漫又凉快的约会之地。
还有不少家长领着孩子在树荫下的小游乐
场玩耍，济北公园可谓适合各个年龄段市
民的选择。

纳凉点 ：南外环、经四路

吃串、骑车的人，走起！

晚上想吃烧烤了去哪儿？不少市民会
毫不犹豫地回答：南外环。南外环以其宽
阔、凉爽的优势，赢得了众多市民的喜欢。

“只要一走过三庆阳光花园，就能明显
感觉到凉爽。”市民杜先生说，南外环白天
同样会受阳光直射，由于马路两侧绿荫多，
太阳下山后温度下降速度很快。夜晚南外
环的温度比闹市至少低2℃，特别适合山地
车骑行者锻炼身体和吃烧烤。

如果您觉得南外环人太多，那不妨去
经四路走走。市民经常将经四路称作“北外
环”，马路宽，两侧是村庄，夜晚不仅凉爽，
人也较少。

纳凉点 ：大堰

散步喊两声，减掉压力

离黄河近，成了济阳县市民的骄傲，同
时依黄河而建的大堰，成了不少市民饭后
散步的好去处。

“我每天吃完饭都会来大堰走走。”市
民杨先生说，城区内车多人多，不适合散
步，在大堰上，可以听音乐，边走边伸展上
肢，也可以大胆地光着膀子跑跑，总之是一
种享受。

每天不到6点半，到大堰上散步的市民
就渐渐多了。“有时候听听两边的树被风吹
得哗哗响的声音，都觉得凉快。”杨先生说，
有时候大喊两声，喊掉一天的压力，浑身都
感觉爽爽的。

纳凉点 ：澄波湖

浪漫圣地，但要远离水域

在济阳县，广场最大、又浪漫的地方要数
澄波湖了。夜晚的澄波湖四面环树，灯光环绕
湖面四周，拱桥也穿上了彩色的“衣裳”。

在湖畔一角的小亭子里，坐着两三对
小情侣，谈情说爱过后，到月老和同心锁
前，将对彼此的爱意偷偷诉说给他们，让月
老和同心锁见证他们的爱情。

澄波湖分为南、北两部分，南半部分主
要供情侣游玩，北半部分人较少，相比之下
却比南半部分还要凉爽许多。市民孟女士
说，最喜欢下了班买一大包好吃的到树荫
下，又能享受美食，又凉爽。

在此也要提醒市民：到澄波湖纳凉，要
远离水域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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