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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月7日讯 (记者 刘晓
通讯员 唐玲) 近日，淄博市

水文局发布2014年水情工作。其
中，淄博去年累计平均降水量
396 . 6毫米，较历年偏少40%。汛期
平均降雨量289 . 2毫米，比历年同
期偏少40%。至去年10月，淄博五
大中型水库需水量较年初少了将
近一半。

据悉，去年沂源县降水量最
大474 . 9毫米，高青县最小324 . 6毫
米，其他区县一般在330～420毫
米左右。

“虽然去年出现了比较严重
的旱情，但在春季、三夏、三秋农
业生产的各个关键时期，水利部
门、农业部门、气象部门等积极抗
旱保苗，粮食生产仍实现了‘十二
连丰’。全年粮食总产达173 . 6万
吨，增长9 . 4%。”淄博农业部门工
作人员介绍。

由于去年汛期降雨偏少，小
清河共发生4次洪水，岔河站6月
20日23时50分实测最大洪峰流量
117m3/s，最高洪水位5 . 65米；孝妇
河共发生1次洪水，6月20日9时10

分洪水，马尚站实测最大洪峰流
量19 . 9m3/s，最高洪水位35 . 64米；
沂河未发生洪水。

去年年初，五大中型水库共
蓄水1 . 9763亿m3，汛前减为1 . 4903

亿m3，汛期降雨偏少，各水库均无
来水。至去年10月1日，淄博五大
中型水库总蓄水量为1 . 0 9 4 0亿
m3，比汛初减少蓄水0 . 3963亿m3，
比历年同期少蓄0 . 2823亿m3。

今年，淄博将继续推进防灾减
灾工程体系建设。博山区、淄川区
和沂源县山洪灾害防治非工程措
施补充完善项目和博山区池上镇
山洪沟治理项目将实施，计划今年
汛前完成；沂源县大张河山洪沟治
理项目也将年内开工。

此外，开工建设孝妇河、乌河
桓台县段治理工程，加快实施水
毁水损工程修复项目。主要是新
出险的6座大中型水闸和45座小
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另外，淄博市
将按照与省政府签订的责任书要
求，确保按照时间节点完成田庄
水库电站升级改造工程。同时将
扎实推进水土保持工程体系建
设，组织实施国家水土保持重点
项目，主要治理水土流失等问题。

淄淄博博去去年年降降水水量量较较历历年年少少四四成成
汛期降雨偏少，五大中型水库蓄水比年初少近一半

前年涝灾减产

去年恢复性增长
据了解，去年粮食之所以实

现继续丰收，主要受上年涝灾减
产的低基数影响，今年呈现恢复
性增长。

据统计，淄博2014年粮食总
产达173 . 6万吨，增长9 . 4%。其中
夏粮单产水平达435 . 5公斤/亩，
按可比口径计算，比上年增加8 . 3

公斤，总产水平受小麦播种面积
减少影响，比上年减少0 . 5万吨，
达75 . 6万吨。秋粮单产493公斤/

亩，增长19 . 3%，总产98万吨，增长
21 . 1%。

从去年开始，淄博组织开展
创建吨粮市活动，突出示范片建
设，共建成粮食高产创建示范方
32个，面积达63 . 2万亩，示范方粮
食耕亩单产均达到1100公斤以
上。

除此之外，淄博市还积极组
织各级农技人员开展农业科技下
乡活动，针对旱情，为农户全面提
供技术服务、信息服务、维权服
务。继续实施小麦后期一喷三
防补贴工作，全市共落实各级
喷防补助资金855万元，实现了
小麦“一喷三防”全覆盖。去年
秋种，小麦宽幅精播技术推广
面积达90 . 3万亩，比上年增加近
1 0 万 亩 ，占 适 宜 推 广 面 积 的
6 0 . 2%；其中，桓台县又一年实
现宽幅精播技术全覆盖。据农
技人员田间考察，去年小麦宽
幅精播地块平均亩单产512 . 8公
斤，较常规播种地块亩增5%。

发放2 . 1亿种粮补贴

建成30处高产示范区
针对去年的旱情，在春季、三

夏、三秋农业生产的各个关键时
期，淄博农业、财政等有关部门积
极落实种粮补贴，共核定小麦种
植面积171万亩，按照125元/亩的
补贴标准，共兑付补贴资金21375

万元。落实良种补贴，核定小麦、
玉米、水稻良种补贴面积分别为
155 . 4万亩、205 . 4万亩、0 . 7万亩，
共兑付补贴资金1769 . 9万元。积
极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小麦、玉
米投保面积达到 1 5 0 . 8万亩和
175 . 7万亩，分别占播种面积的
88 . 2%和85 . 5%。

在加大补贴和落实保险的基
础上，淄博还建成了30处粮食高
产创建落实万亩示范片，主要在
临淄区、桓台县、高青县、周村区、
淄川区、沂源县组织实施，面积达
32万亩以上，辐射带动了全市粮
食均衡增产。桓台县新城镇逯家
村小麦高产攻关经省专家实打验
收，单产达812 . 2公斤，创鲁中地
区小麦单产新高；玉米高产攻关
经 省 专 家 实 打 验 收 ，单 产 达
1020 . 6公斤，创近几年淄博玉米
最高单产。

大旱50年一遇

咋实现十二连丰

虽然去年淄博出现了
春、夏、秋三连旱，旱情更是
达到了50年一遇，但是粮食生
产却实现了“十二连丰”，全
年粮食总产达到173 . 6万吨，
较上年增加14 . 9万吨。大旱之
下，去年的大丰收是如何实
现的？

本报记者 刘晓

本报1月7日讯（记者 刘
晓） 为应对各大型水库无来
水、供水紧张的问题，去年淄
博市自来水公司也紧急启用
了大武水源地来补充城区供
水，有效缓解了太河水库的供
水压力。“自去年 9月份开始，
太河水库的自来水供应就已
经停运，目前中心城区的自来
水供应主要为大武水源地的
地下水。”淄博市自来水公司
工作人员介绍说。

据了解，目前淄博中心城
城区每天需水量 1 0万立方米
左右，如果太河水库供应达不
到足量，剩余由大武水源地供
应。去年8月24日，太河水库只
供应了 5万立方米，剩下的由
大武地下水补充。

而为了有效应对旱情，自
去年 9月份开始，太河水库自
来水供应就已停运，中心城区
供水任务主要落在了大武水
源地的地下水上。据了解，太

河水库和大武地下水分别有
不同的管道输送到相关的自
来水厂，经过处理之后，由统
一的自来水供水管线输送到
居民家中。目前，中心城区供
水正常。

去 年 ，淄 博 市 在 做 好 南
水北调淄博段干线工程通水
运 行 环 境 保 障 工 作 的 同 时 ，
推进实施中心城区生活供水
提升工程。同时，淄博将有序
推进黑旺水源地应急供水项

目规划建设，有效解决“引太
入 张 ”供 水 工 程 水 源 不 足 的
问题。

“淄博的自来水供应主要
由 三 个 方 面 ，一 个 是 太 河 水
库，一个是大武地下水，再一
个是黄河水。虽然旱情比较严
重，但是大武地下水和黄河水
完全能够满足中心城区供水。
也提醒一下市民，在日常生活
中注意节约用水。”淄博市自
来水公司工作人员说。

太河水库停运4月余，大武成淄博中心城区主要水源

规规划划应应急急项项目目护护航航““引引太太入入张张””

去年，由于各大水库蓄水
量偏少、供水紧张，去年一段时
间，淄博中心城区供水出现一
定程度不足。为此，淄博市紧急
启用了大武水源地地下水。

大武水源地是我国北方罕
见的特大型岩溶地下水水源地，
也是淄博市生活供水战略性备
用水源地。曾先后承担着中心城
区、临淄城区居民生活用水和齐

鲁石化、华能辛店发电厂等国有
大型企业生产及周边农村工农
业用水的供水任务。

去年8月，大武水源地封井
防渗工程启动。该工程可截断
上部浅层劣质地下水与下部优
质深层承压水之间人为通道，避
免串层污染。据悉，需要封井防
渗处理的水井有142口，针对地
下水源地展开如此大规模的封

井防渗处理，在国内尚属首例。
今年，淄博水利部门将加快

中心城区老旧管网改造步伐，计
划投资1 .2亿元，年底前完成53公
里老旧管网改造。同时，“引太入
张”等工程也将同步实施，黑旺
水源地应急供水项目规划建设，
也将有效解决“引太入张”供水
工程水源不足的问题。

本报记者 刘晓

去年，淄博争取到省以上投
资水利重点项目18个，争取到省
以上投资2 . 63亿元。其中，2014年
度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项目开工
建设并计划在今年3月底前完
工，计划完成投资7770万元(其中
省以上投资4679万元)，解决15万
农村居民和1 .27万农村学校师生
饮水安全问题。

据了解，去年淄博投入机

动抗旱设备2 . 16万台套、机电
井2 . 6万眼、泵站369处、机动运
水车399辆，应急解决了19 . 26万
人和1 . 22万头大牲畜的临时性
吃水困难问题，并为3 . 3万人提
供直接送水服务，保障了群众
饮水正常供给。

未来，淄博还将推进城乡
供水工程体系建设。重点做好
新城泵站至桓台段输水管网建

设，推进“引太入张”调蓄水库
工程。结合南部山区138个饮水
困难村实际及前期准备工作情
况，实施估算投资2555万元的
南部山丘区人畜饮水应急工程
建设，解决好因旱造成的山丘
区群众吃水困难问题。规划实
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新解决
16万农村居民饮水安全问题。

本报记者 刘晓

由于去年降雨量为建国以
来同期最低值，淄博遭遇50年一
遇干旱，发生春、夏、秋连旱。淄
博通过积极引入黄河水，先后3

次引蓄2 .15亿立方米黄河水用于
农业灌溉。

去年，淄博市水利部门利用
机井、抽水泵站及水库放水灌溉
浇地853 . 38万亩次，挽回粮食产

量74 . 26万吨、产值15 . 66亿元，挽
回经济作物产值28 .85亿元。

未来，淄博市水利部门将继
续加大扶持开发力度。在5个小
农水重点县，计划建设高标准农
田面积13 .62万亩。今冬明春完成
萌山水库东干渠节水配套改造
项目。推进水利移民后期扶持、
现代渔业等项目建设，改善农村

群众生产生活条件。
同时，水文部门也将做

好淄博水情监测工作，对降
水量、河道、水库水情、土壤
墒情等做好监测。气象部门
也将加大对天气的监测和预
报力度，适时地的进行人工
降雨等。

本报记者 刘晓

如何保证农村饮水安全？

为为33万万人人送送水水上上门门，，规规划划大大供供水水体体系系

三连旱中农田怎么“解渴”？

引引蓄蓄22 .. 1155亿亿mm33黄黄河河水水用用于于农农灌灌

如何保证今年城区供水？

启启用用大大武武水水，，改改造造5533公公里里老老旧旧管管道道

旱情导致太河水库蓄水量下降（资料片）。 本报记者 王鸿哲 摄

大旱之下，不少河道干涸了
（资料片）。

本报记者 王鸿哲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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