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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村里里水水有有味味，，村村民民三三里里地地外外拉拉水水喝喝
本报将联合阿里公益、省地矿工程勘察院为日照竹园居打口爱心井

古老涓河旁

有个恐龙涧

我的家乡在诸城市龙都街道指
挥村，村西有一条古老的河流，名字
叫涓河。涓河发源于鲁东南马耳山，
流经五莲、诸城，在诸城市西郊汇入
潍河，全长31公里，流域面积400多
平方公里。

童年的岁月里 ,涓河一直是我
最向往的地方。炎炎夏日,我们最大
的乐趣不光是在河水里洗澡，还有
就是在河边一排排的柳树以及“小
燕树”（我们当地的叫法）上粘知了。
记得上三年级的那个夏天，我和弟
弟第一次用面筋粘知了，结果和的
面筋不粘，最后在邻居家大哥哥的
帮助下，我们才重新和好面筋。

在粘知了的时候，我们口中还
念叨着：“解留解留（我们当地的叫
法）倒倒、解留解留倒倒……”偶尔
还真有那倒着往下爬的知了，被我
们粘到。再有就是到河边的芦苇丛
中捉蚂蚱，到河水中抓小鱼、摸河蚌
等等，涓河给我的童年带来了无限
的欢乐，陪伴我度过了一个又一个
快乐的夏天。

在村子北面，有一条深沟自古
就被称为龙骨涧，如今也被称作恐
龙涧，是世界最大的鸭嘴龙骨架出
土地。据说其历史可追溯到2亿3千
万年前的中生代三叠纪中期的恐龙
时代。在这近20万平方米的地下沉
睡着恐龙家族中的鸭嘴龙、蜥脚龙、
虚骨龙、鹦鹉嘴龙、霸王龙、秃顶龙、
角龙、甲龙以及同时代的龟鳖类、蚌
类化石等，数量庞大，属种繁多，令
人惊叹不已，现已开辟为白垩纪恐
龙世界地质公园，在其东北不远处
的臧家庄村还建有中国首个暴龙遗
迹博物馆。

如今的涓河，由于流域内遍布
多座大小水库，河水几被分割截留
得支离破碎，再加上河水季节性较
强，遇到异常干旱的天气，河水就会
出现断流，甚至干涸。

诸城 祝建波

莱西五个湖泊

有了“湖长”

本报青岛8月14日讯（记者 吕
璐 通讯员 孙俊杰 王彬） 青
岛湖泊的保护实现“包产到户”。14

日，记者从青岛市环保局获悉，为了
更好地保护湖泊，青岛莱西对莱西
湖等五个湖泊实行“湖长制”管理。

实施湖长制的湖泊为莱西湖
（产芝水库）、青山湖（北墅水库）、龙
泉湖（高格庄水库）、江山湖（堤湾水
库）、月湖5个湖泊。莱西境内河流湖
泊保护的总负责人是莱西市市长。
按照“一河（湖）一长、条块结合、分
片包干”的管理体系，莱西市政府7

位领导分别担任“河长”和“湖长”，
对河流、湖泊的水生态和水环境持
续改善负领导责任，牵头组织河流、
湖泊综合整治，协调落实各项工作
措施。

最直接的责任主体是河（湖）段
长，由相关镇街、经济开发区或有关
部门主要领导担任，承担直排口截
污、畜禽养殖污染整治、沿河（湖）环
境整治、农业面源污染整治等具体
工作任务。

本报日照8月14日讯（记
者 张璐 李清） 由本报联
合阿里公益、山东省地矿工程
勘察院（八O一队）发起的大型
公益行动——— 步行齐鲁·家乡
的河第三站进驻日照市岚山
区竹园居委会，本次活动将为
这个村子打下一眼深水井，解
决这个村子1226口人的吃水
问题。

岚山区安东卫街道竹园
居位于山东省与江苏省交界
处，这里地势低洼，距离黄海
仅有十余公里。在村西北方向
和东南方向均有海拔不超过
200米的小山，村里有两条自
然水渠，南北走向的那条水渠

斜穿过村子，通向大海。当地
居民称，这条水渠里的水已被
上游的工厂、医院等单位排放
的废水以及附近多个生活区
生活污水污染。污水渗透以
后，影响到该村地表水和浅层
地下水的水质。记者实地探访
时见到，一场大雨过后，水渠
里的水呈浑浊的黄绿色，水边
还能看到漂浮的塑料袋、碎纸
片等垃圾。

该村曾于2012年打出一
口深度为153米的水井，但井
水经常漂着一层油花，喝起来
有股怪味，村民们只能用来洗
涮，而且这口水井出水量十分
有限，用水采取“定量供应”。

“丰水季每天放水四五个小
时，枯水季就没有办法保证
了。”竹园居党支部书记刘克
亮说，抽着抽着就抽不上来水
了。

为了解决吃水问题，村民
只好到三里外的另一个村的
取水点去取水。由于前去取水
的人很多，取水点经常排起长
龙，有时要等上半个小时才能
打上水。

为解决竹园居吃水困难
的问题，本报与阿里公益、山
东省地矿工程勘察院(八○一
队)将免费为竹园居打一口爱
心井。经过实地勘察，专家将
水井位置初步定于村庄西南

角的一处空地上。“该处是两
条水渠交汇处，水量丰富。同
时据当地居民反映，这里地底
石块少，多为黄泥，更便于打
井。”省地矿工程勘察院（八○
一队）钻探公司副主任兼主任
工程师李传磊介绍。

根据锈蚀的水管，李传磊
初步判断，竹园居目前的饮用
水富含硫酸根离子和氯离子，
这些成分严重影响水质，李传
磊将现场取到的水样带回济
南进行检测，为当地治理污染
提供理论依据。同时，为判定
地下水源的精确位置，省地矿
工程勘察院15日将派出物探
队伍再赴竹园居进行勘探。

为为喝喝干干净净水水，，每每家家备备两两个个大大水水缸缸
一个装洗涮用的本村井水，一个装从外村拉来的饮用水

我家门口那条河

相关新闻

新闻调查

由于工业企业的兴起和大型居民小区的兴建，竹园居
内的两条自然水渠成了污水渠。村里打了不少井，却不能
饮用。现在竹园居每家每户有两套储水烧水家什，一套用
来装本村的井水供洗涮用，另一套则用来装从几里之外拉
来的饮用水。

打了不少井，水却不能吃

竹园居是岚山区安东卫
街道的普通村庄，自上世纪90
年代开始，工厂和一些大型社
区、医院在上游出现后，村里
的水渠便不再清冽。

“以前水清得很，有蛤蜊
和淡水鱼。现在这条河算是彻
底完了，河水今天是红的明天
是绿的。夏天一到，臭气熏天
啊。”居民胡顺军说。

不仅如此，水渠流经四五

个村庄，最终入海，下游被生
活垃圾淤积，无法疏通，已经
失去了泄洪作用。

慢慢的，村里水井的水也
变浑了，还有股怪味。以前几
乎人人家里都有一口井，后来
全村只有几口井可以提供饮
用水，水量也越来越小。村里
不断打井，也不断发现“井水
不能吃”。如今，村内散落着多
处废弃水井。

烧的水还要分“甜水”和“懒水”

12日，记者走访岚山区竹
园居后，发现家家户户都有两
个大水缸，烧水、储水的设备
也有两套：两个水壶，两个暖
瓶。居民不仅将烧甜水（当地
人用来指饮用水的称呼）与懒
水（本村难喝的井水）的水壶
分开，暖瓶上也做了记号。“甜
水要到界牌岭村去拉，距离这
里有三四里路，能省点就省
点。”居民张守顺说，为了节省
甜水，他们家只用来喝，连淘

米做饭都要用懒水。
由于当地人好喝茶，对水

质要求也高。为了能喝上甜
水，居民家家备有大缸，专门
储水。每隔三五天，居民都要
去三里外拉一次水。少则三五
桶，多则七八桶。为方便拉水，
还有居民专门买了带斗的小
货车。由于需求量大，取水点
经常需要排长队。等了半个多
小时才取上水的陈涛，货车内
放了六个塑料水桶。

井里的水泵管道锈蚀严重

2012年，竹园居请专门
的打井队打了一口深153米
的水井。起初水质很好，但不
到一个月水质就变了，希望
再次破灭。如今，这口井仍在
使用，但大家一般都不喝。

省地矿工程勘察院（八
○一队）钻探公司副主任兼
主任工程师李传磊发现替换
下来的水泵管道锈蚀严重，
他分析说，“水里含有较多的

硫酸根离子和氯离子，腐蚀
性较强。”

竹园居工作人员介绍，
自2000年前后，村里的消化
系统疾病不断增多。“最近几
年，先后有超过20位老人得
食道癌去世，村民们不约而
同地想到的都是水质问题。
居民想让我们打井找水，但
是试了几次都失败了，我们
也十分为难。”

本报记者 张璐 李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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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喝上“甜水”，竹园居的村民要跑到三里外别村的取水点去拉水。本报记者 李清 摄

路太远，村民推着小推车来拉水。本报记者 李清 摄


	A12-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