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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3月24日讯(记者 刘光
斌) 引黄供水、推进后备水源地
建设、改造老旧供水管网……去
年以来的旱情逼淄博水利部门采
取积极措施保障用水安全。

今年淄博将着重抓好城乡供
水工程建设。市南水北调工程建
设管理局、市引黄供水管理局将
推进南水北调续建配套工程管网
建设，重点抓好新城泵站至桓台
段输水管网建设。“黄河水、长江
水已经成为解决淄博缺水的重要
途径。”市水利与渔业局一名工作
人员介绍，淄博目前的引黄供水
(不包括农用灌溉)指标为4亿立
方米，南水北调今年的指标目前
尚未确定，然而两者的结合，正在
为保护淄博地区的水资源安全起
到重要作用。

淄博水利部门还将加快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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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后备水源
地的黑旺水源地、刘征水源地应
急供水项目也将得到推进，有效
解决“引太入张”供水工程水源不
足的问题。

作为“十二五”农村饮用水安
全规划的一部分，今年淄博市将
新解决16万农村居民的饮水安全
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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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农业用水安全将推进
节水设施建设。6月底前完成5个
小农水重点县2014年度建设任
务，5月底前完成高青县刘春家大
型灌区续建配套及节水改造项
目、沂源县规模化节水示范项目、
中央统筹资金博山石马水库灌区
节水改造项目，进一步完善农田
灌排体系，年内新建高标准农田
16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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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客水资源已经成为弥
补淄博水量不足的重要措施。

市黄河河务局承担着高青
县全县的用水保障。“可以说，
今年高青将面临更为严峻的春
旱。”市黄河河务局防汛办公室
主任刘树斌说。为了保障高青
今年用水安全，保障小麦返青

用水，市黄河河务局的两座引
黄闸口目前已全部开闸引水。

据数据显示，从今年1月1

日至3月24日8时，黄河河务局
按照36 . 15立方米每秒的水流
量，累积引用农业水66049 . 75万
立方米，保障了60万亩农田的
春季灌溉。此外，还引用工业、

生活用水2387 . 92万立方米。
刘树斌说，今年，黄河上游

水库总库容比去年高出近20亿
立方米，市黄河河务局将根据
统一调度的用水规定，及时向
上级反映淄博地区用水需求，
加大上游小浪底水库下泄流
量，支持淄博农工民用用水。

为应对旱情，淄博市水资
源管理办公室将进一步加强计
划用水管理工作。非居民生活
用水按照“年计划、月抄表、季
考核”的管理模式，实行计划用
水管理制度。

市水资办根据全市水资源
配置情况、用水定额以及企业用
水效率、发展需求科学制定年度

用水计划，并按季度进行考核。
对超计划用水的单位，严格实行
超计划用水累进加价征收水资
源费。其中，超过用水计划指标
10%以下(含10%)的部分，按照水
资源费的一倍加收；超过用水计
划指标10%以上30%以下(含30%)

的部分，按照水资源费的二倍加
收；超过用水计划指标30%以上

的部分，按照水资源费的三倍加
收。目前，全市纳入计划管理非
居民生活用水户有3578家。

市水资办还将积极引导企
业加大工业节水技术改造，去
年，全市便有23家企业，投资
4966万元建设节水项目27项，
推广应用节水器具7214件(套)，
年节水总量294 . 72万立方米。

淄博旱情对南部山区影响最
为严重。今年淄博共调用1000余万
元资金用于南部山区的抗旱工作，
各级政府在该资金的支持下，再调
用其他方面资金用于抗旱工程建
设。

2014年以来的旱情共造成博山
9个镇(街道、开发区)145个村15 . 2万
人出现饮水困难问题，近5 .6万亩在
田作物受旱，现仍有10个村的7770

人，需拉水、送水解决吃水问题。
博山区争取到中央、省、市专

项抗旱经费560万元，利用拉水送
水，新建小水窖、蓄水池、新打深井
等应急措施解决饮水困难村的吃
水问题。博山区委办公室专门下发
了《关于实行区领导、部门挂包做
好当前抗旱工作的通知》，要求区
委常委联系镇(街道、开发区)，部门
挂包饮水困难村，发挥帮助指导和
资金协调作用，全程参与解决饮水
困难村(社区)吃水问题全过程。博
山区水务部门迅速组织专家编制
完成了《博山区抗旱应急预案》，全
面指导博山区抗旱工作。截至目
前，博山区出现的145个饮水困难村
中饮水特别困难的77个村采取了
工程措施(其中29个村新打机井40

眼；18个村新建蓄水池29个；2个村
新建水窖121座；15个村更换水泵17

台；13个村管网改造26000米)，17个
村的11993人在镇政府的帮扶下通
过拉水、送水解决了饮水困难问
题。剩余68个村采取定时供水等措
施临时解决饮水困难问题。

此外，因为没有客水资源的补
给，博山为应对城市“水荒”，计划
尽快回复启用备用井及备用水源
地供水，其中源泉水源地3眼备用
井已经启用，神头水源地正在启
用。博山还将加快推进勘测新建谢
家店水源地(现已完成现场勘测)，
新增日供水能力2万立方米，避免
出现较大的供需缺口，最大限度保
障城市供水需求。

本报记者 刘光斌 通讯员
王双喜 王哲

南部山区：

调用千余万元
用于抗旱

市水资办：非居民用水超计划最高加收3倍水费

市黄河河务局：两座引黄闸口目前已开闸引水

本报联合市文明办等部门共同发出节水倡议：

随随手手关关闭闭水水龙龙头头，，尽尽量量一一水水多多用用
本报3月24日讯(记者 刘光

斌) 每天当我们打开水龙头时，
清澈的自来水便汩汩而出。但你
知道吗？淄博是我国110座严重缺
水城市之一，尤其是去年，淄博遭
遇重大旱情，南部山区部分村庄
人畜饮水困难。为此，本报联合市
文明办、市水利与渔业局、共青团
淄博市委员会等部门发出节水倡
议，向全社会呼吁，共同珍稀每一

滴生命之源。
淄博多年平均水资源可利用

量为9 .83亿立方米，人均水资源可
利用量仅为232立方米，不足全国
人均水资源可利用量的九分之
一，不足全省人均水资源可利用
量的三分之二。2014年是淄博历史
上有观测记录以来的第二干旱
年。3月20日，本报记者步行调查
淄博市最大地表水水源地——— 太

河水库，该水库濒临干涸的状况
令人震惊。昔日的一片湖光碧水
如今已是干涸龟裂的土地。保护
水资源，节约用水已经刻不容缓。

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个小举
动、小改变，便可节省大量的水
源。比如一水可以多用，我们用于
洗衣、洗菜、洗漱的水再用于拖
地、冲厕。

我们倡议大家行动起来，珍

惜水资源、保护水资源，加强用
水设施设备的日常维护管理，杜
绝“跑冒滴漏”，杜绝出现“长流
水”现象。优先使用节水型龙头、
节水型卫生洁具，提高节水效
率。自觉养成计划用水、节约用
水、重复用水的良好习惯。尽量
缩短用水时间，随手关闭水龙
头，努力培养科学、文明、节约的
用水习惯。

本报讯 为保障清明节小长假
期间出行游客的人身安全，确保辖
区线路治安稳定，青岛铁路公安处
临淄所未雨绸缪，即日起全面启动
清明节安保工作，增强值班备勤力
量，严密防范措施，为清明节出游旅
客行程安全打造平安线路。

首先找准线路治安重点，从而
提升线路管控水平，依照辖区实际
划分防控区段，及时分析沿线影响
行车安全的问题，举全所之力，开展
针对性整治。同时充分发动巡防力
量作用，切实加强线路巡防控制，加
大重点区段、时段巡防管控力度，确
保各项巡防措施落实到位。此外还
加强监督管理工作，深化落实反恐
防暴措施，强化防控力度，为小长假
出行人群创造良好的治安环境。

(曹希 东李健)

青岛铁路公安处临淄所

提前启动

清明节安保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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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山区池上镇打深水井保障
村民基本用水。

本报记者 王鸿哲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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