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0 身边 2016年1月7日 星期四 编辑：高寒 美编：许雁爽 组版：韩舟>>>>

钻钻地地220000米米，，才才挖挖得得出出水水
青岛郊区水库入水量不及往年一成，即墨城区曾隔日供水

本报记者 赵波

青岛市节水办主任张国辉介
绍，刚刚过去的2015年，是历年来
比较旱的一年，青岛城市供水一
度多次出现用水高峰。青岛水务
集团海润自来水有限公司也多次
出现超负荷供水的情况。

为此，青岛市节水办连续两
个月发出节约用水的通知，号召
居民和企业节约用水。青岛还实
施了”一水多用“的节水办法，年
节水能力已超1亿立方米。此外，
张国辉还介绍，目前青岛正在规
划建设“海绵城市”，比如青岛的
鲁信长春花园内铺设了透水地
面，现在已经实现一年存水2万立
方米。

“目前还没有企业和个人因
为没有节约用水而受到处罚，不
过从明年开始超额用水将会被

‘罚款’。”张国辉说，除了号召居
民节水，青岛计划出台“定额用水
管理和超定额用水加价收费制
度”，这一制度将于明年起实施，
针对使用城市公共供水且日均用
水量超过5立方米的非居民用户
和特种行业用户。

据了解，青岛从大约10年前
就开始上马海水淡化项目，初衷
也是用于居民供水。像青岛百发
海水淡化厂的淡化海水投入使用
能力是目前国内最大的，每日最
高能淡化海水10万吨。但是因种
种原因，目前淡化海水没有大面
积用于居民饮用水。由于淡化海
水具有低硬度、低含盐量、低碱度
等特性，作为锅炉生产用水具有
非常强的优势。目前青岛的多家
企业已经用上淡化海水。像青岛
华电发电厂利用海水替代淡水冷
却设备、洗涤二氧化硫、进行淡化
处理、实现了“一水三用”。

“青岛碱业、青岛华电发电
厂、开发区大唐华电等企业使用
的都是淡化海水。其中青岛碱业
日使用淡化海水1万吨，青岛华电
发电厂大约日使用5000吨，开发
区大唐华电日使用大约 1 . 6万
吨。”青岛供水处的负责人告诉记
者，目前政府也是鼓励企业使用
淡化海水，并给予相应的政策支
持。目前淡化海水的成本比较高，
成本在8元每吨，相当于自来水价
格的两倍多。

本报记者 刘震 宋祖锋

大沽河床上种树苗

洋河一整年未淌水

6日上午，青岛胶州段的大
沽河已基本处于断流状态，大片
的河床裸露在外。在大沽河李哥
庄镇一段，有村民甚至在河床上
种植了树苗和小麦。而青岛另一
条母亲河——— 洋河的情况更为
糟糕。据了解，2015年洋河整年
断流。

干旱造成青岛市区及郊区
严重缺水。特别是在胶州与即
墨，两地的饮用水水源地已告
急。目前，胶州的三大水源地只
有棘洪滩水库还能够正常供水，
山洲水库已于2015年上半年停
止供水，而青年水库目前水位下
降严重，也已经进入了供水紧张
状态。

6日，即墨石棚水库只在低
洼处还存有一湾“死水”。“现在
水库的存水量只有23万立方米
左右，已经不能满足供水需求。”
工作人员说，水库2015年全年总

进水量只有24万立方米，不到历
年平均进水量的十分之一。早在
去年8月，石棚水库便已停止向
周边供水。

即墨市水利局负责人说，石
棚、王圈、宋化泉、挪城4座中型
水库全年几乎没有进水，大多都
低于死库容量，已经不能满足周
边供水需求。“宋化泉水库现在
存水只有10万立方米左右，几乎
快要干涸。”

胶州全年挖了221眼井

即墨水源仅能撑到汛期

为保证基本用水，胶州水利
部门2015年共挖掘深机井221
眼。“以前20米的机井水量就足
够，现在越挖越深。”水利局工作
人员表示，在部分干旱严重的区
域，机井的深度甚至达到了200
米才出水，抗旱形势十分严峻。

而受干旱影响，即墨城区部
分高层住户居民家中已出现断
水或水压低等情况。去年10月8
日到15日，即墨市甚至还曾将城
区一分为二，划片实施隔日循环
供水。同时即墨市水利局和自来

水公司实施10项应急水源工程，
总投资约2.1亿元。

“现在所有的工程都已完
工，居民日常生活用水得到保
障。”即墨市水利局相关负责人
说，去年12月1日，从棘洪滩水库
向即墨挪城水库调水应急工程
正式通水，目前日供水10万立方
米左右。

除此之外，通过从青岛调水
及应急水源工程的完工，即墨将
基本解决城区供水紧张问题。但
目前水源最多只能坚持到今年
汛期到来。“目前，即墨城区用水
缺口每天还在2万立方米左右。”
据介绍，从去年8月以来，即墨将
全市200多家日用水量达到2000
立方米的企业实施限水一半的
措施，以保障居民日常生活用
水。

小麦播种期拉长到40天

冬天喝上水的不到一成

在胶州大沽河和洋河流域
的部分农田，往年同期早该是

“一片绿荫”的麦田，如今有不少
已经荒置。附近村民介绍，除一

小部分是人为预留，计划春天种
植玉米所用，更多的是由于小麦
播种期缺水无法灌溉，无奈之下
才荒置的麦田。而即使是正在生
长的小麦，其植株也明显比往年
同期矮小，叶子也有些泛黄，长
势不佳。

胶州市胶莱镇是大沽河畔
一个拥有12万亩耕地的农业大
镇，每年胶莱镇种植的小麦可以
达到7万亩，但今年小麦播种的
情况非常不好。“去年秋天很多
农田缺水种不上。”胶莱镇农办
工作人员介绍，播种的具体情况
目前还没有详细数据。为了抗
旱，胶莱镇在不少区域进行打井
作业，但是由于地下水位下降，
效果并不明显。

在即墨，小麦播种面积为
64 .06万亩，较去年基本持平。但
由于干旱，小麦秋种灌溉水源不
足，小麦播种从去年10月初开
始，一直延续到11月中旬，整个
秋种期达40余天。同时，受灌溉
水源不足影响，小麦冬灌面积减
少，截至目前即墨全市冬灌面积
仅5 . 2万亩，小麦在越冬期补充
水分不足也将造成产量下降。

水库建成55年

去年首次见底

6日到来的小雪，并不能让
安丘南新村村民王师傅高兴起
来。原本紧邻水库而居的他根本
无需担心浇地的问题，但今年牟
山水库见底，他种植的玉米已减
产大半，大蒜也减产了两三成。
目前，他好不容易种上的小麦现
在还是“一根针”，没有分蘖，往
年这时，小麦早该有6片叶子了。

牟山水库是安丘最大的水
库。2015年3月，牟山水库露出了
库底，再也无水可抽。

“牟山水库自1960年建成使
用至今，出现如此干旱情况还是
头一遭。”水库管理局总工程师
朱江华介绍，2015年牟山水库降
水总量为364 . 1毫米，比以往历

年平均降水量减少了46%。

地下水位下降

井水水量减两成

不同于潍坊城区、高密、寿
光等地可以取用黄河水，安丘只
能仰赖境内水，也就是牟山水库
地下水和于家河水库水。而抽取
牟山水库库底水，这在历史上还
是头一回。

“现在库底差不多打了200
眼深井，用以供给安丘市自来水
厂保障城市用水。”朱江华介绍，
2015年3月份开始施工，4月份开
始供水，一开始供水量能达到每
天5万方左右，而今伴随地下水
位持续下降，供水量也降低到4
万方左右。

安丘市农村公共供水办公
室王志军介绍，目前来看，现有

蓄水量可以支撑安丘挺到今年
雨季来临。但如果雨季降水还持
续偏少，安丘就只能采取备用方
案——— 铺设管道，调引黄河水。

安丘实行应急水价

至水源充足时停止

今年元旦起安丘开始实行
应急水价，直至水源充足、供水
正常时止。这是潍坊首个实行应
急水价的县市。

对于城乡居民住户而言，每
户设置月供水定额5方，5方以内

(含5方)实行基本水价3 . 148元/
方；5方以上至7方(含7方)，每方
加收2元应急供水费，7方以上，
每方再加收4元应急供水费。

潍坊是水资源缺乏的地区。
据了解，2014年10月起，潍坊开
始调引黄河水，2015年5月开始
调取长江水。截至目前已经调引
外部水源达2亿多方。目前，潍坊
的坊子区、潍城区、滨海区、寒亭
区、保税区、经济开发区和高密
市、昌邑北部两个企业，全部仰
赖黄河水。引黄入昌工程正式启
用后，昌乐也将使用上黄河水。

2015年全省干旱情况格外严重，而半岛地区的胶州、即墨等地更是重灾区，部分地区的居民生活用水甚
至一度紧张。不仅如此，大旱造成当地冬小麦灌溉困难，今年产量受到影响已不可避免。

每每月月55方方，，超超11方方加加收收22块块钱钱
潍坊安丘启用应急水价应对干旱

潍坊也是受旱灾影响严重的地区，安丘市最大的水库
已经见底。安丘的水源尚能支撑到今年汛期，但如果汛期
迟到，安丘则不得不准备铺设管道，调取黄河水。

相关链接

青岛要建设“海绵城市”

用水超额
明年开“罚”

即墨宋化泉水库蓄水不足，河滩龟裂并长满杂草，连羊都可以跑下来啃食枯草。 本报记者 宋祖锋 摄

牟山水库已经干涸，船只已无用武之地，钻井广告随处可见。

文/片 本报记者 李涛 韩杰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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