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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3 日，又是一个晴天。

清早起床后，沂水县道托镇的

王新英看到脚下干燥的土地，

知道没下雨的日子又多了一

天。要到离家 2 里左右的井里

挑水吃，从去年 11 月份开始，

王新英家挑水已经挑了两个多

月了，每天得挑四五桶。

从去年 9 月 11 日以来，临

沂市已连续四个多月无有效降

雨，虽然绝大多数城乡居民饮

水还不成问题，但是在沂水、莒

南、平邑、费县的个别山区村
庄，部分村民已面临临时性饮

水困难了，需每天步行去挑水

喝。

挑水吃

要走 2 里路

王新英的家在一个小丘陵

上，他所在的大黄旺村，全村有

1000 多口人。

自从 2005 年，村里从山上

引下山泉，家家户户都喝上了

山泉水。但如今 4 个多月没下

雨，水管里的山泉水也流不出

来了，王新英便到两里外的菜

园处，从一口小土井里挑水喝。

13 日上午，记者跟随王新

英的丈夫周平星去菜园处的井

里挑水。顺着弯弯曲曲的土路，

走了十几分钟，记者见到了一

口深约七八米的小土井。“以前

这井里的水都是用来浇地的，

现在没了山泉水，这里的十多

口小土井就成了村民的饮用水

水源了。”周平星说。

“每天要挑四五桶，”周平

星说，家里还养着四头牛、八九

只鸡，用水不少。“一头牛一次
就喝一桶水，为了减轻挑水的

负担，每天中午暖和时，我们都

把牛牵到路边的小溪那儿去饮
水。”

在周平星家中，记者看到

洗手盆里的水刚刚没过盆底。

王新英告诉记者，天不旱的时

候，自家的水管水量很足，现在

天大旱了，饮用水全得靠挑，只

能千方百计地省着用。“每天洗

脸的水都是儿子用完我们接着

用，屋里的地板也一个多月没

拖了，衣服都是攒好几天才洗

一回。”

10 年来

头一回断水

在道托镇的一个半山坡上，

村民侯天臣在那儿建了一个养
殖场。持续干旱带来的饮水问

题，也给侯天臣的养殖场带来诸

多不便。

侯天臣养了 2 0 多头猪，

6000 多只鸡，猪一天要喂三次
水，鸡更是离不开水。家里打了

一口 32 米深的水井。“这口井打
了将近一年了，以前天不旱的时

候，牲畜饮水加上自家用都很充

足，现在井里的水量小多了。”

为了存水，侯天臣在自家的
院子里，用水泥垒起了一个可以
存 3 方水的池子。“现在井里的
水不多，只能攒着用，有时半天

只能抽四五桶水。”

幸运的是，菜峪村的养殖户

似乎还没有遇到侯天臣这样的
困难。13 日下午，49 岁的村民孙

佃长告诉记者，他们村通了 10

多年的自来水了，今年是第一回

断水。村民们说，今年实在是太

旱了，多少年也没见过这么旱的
年份。

有些村民嫌挑水不便，就在

家新打了自备井。而在他们村的
许多养殖户中，家里的自备井都

是 40 多米深，虽然喂猪养鸡用

水比较多，可目前井里的水量还

算充足。

担心干旱

还会持续下去

下午 2 点多，王家庄的刘庆

莲正坐在村口的路边与邻居聊

天。谈到几个月来都没有降水，

刘庆莲感慨道，她今年已经 60

岁了，每天还要走 20 多分钟到
村里的井里挑水吃，虽然邻居家

有自备井，可是考虑到天旱井水

渐少，他们都不愿意再让邻居来

打水吃了。

在高庄镇谷子峪村，由于地

处山区，村民家家户户都有自己

的储水窖，按照正常的用水量，

一户村民一月用水在 2 方左右，

30 多方水一个冬天根本用不了。

而今年不同，谷子峪村的村民对

将来的用水仍然表示担心。村民

武广存家的水窖容积为 42 方，可

用到现在，水窖里的存水还剩 8

方，预计能维持到正月底。

而在大黄旺村，村民也有着

自己的担忧。虽然现在菜园的小

土井里水源还算充足，全村 1000

户村民，一天吃水量在 10 方左

右，足够维持到春节后。可一旦

干旱持续下去，这些七八米深的

小土井又能撑多久呢？如果全村

没有了水源，村民又该如何吃水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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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0 年 10 月起，临沂市
遇到 160 年一遇的特大干旱。120

多天未有降水，临沂市很多河流

已经干涸断流。在农村更有很多

山岭地面临着无水可浇的境地，

庄稼因为缺水，影响生长。

面对这旷日持久的“天灾”，

农田如何灌溉？干旱对农民的生

产生活到底产生了多大影响？13

日，记者来到沂水县农村，详细

了解了当地农田受旱情况。

大风起兮，

“苗”飞扬

在沂水县道托镇菜峪村，记
者看到，田地由于很久没有浇

灌，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细微的
“龟裂”，田里的小麦幼苗更是瘦
弱不堪。

当地村民孙佃长告诉记者，

与往年同期相比，现在的小麦平
均都要矮将近 1 厘米，而且幼苗

根系特别不发达，扎地非常浅，

以致于刮大风的时候，地里的秧
苗有的会随风飞扬。

据当地村民介绍，由于耕地
没有浇灌，现在的小麦十之五六

都已经枯萎，如果再不浇水的
话，剩下的秧苗也很难保全。

无水可浇

成为农田现状

记者在菜峪村几个村内走

访，了解到不少地方的农田也是
如此。在 160 年一遇的干旱面前，

农田更是面临着无水可浇的尴

尬境地。

“当初在农田旁边打井就是

为了挑水浇地。可如今几个月不
下雨，村里通的自来水已经停了

两个多月了。不少村民只能到农
田旁边的水井挑水吃，这些井成

了很多村民重要的生活水源，用

它浇地谁也舍不得。”孙佃长告
诉记者。

沂水县防涝抗旱指挥部提

供的一份数据显示，去年沂水县

小麦播种面积 44 . 2 万亩，目前受

旱面积 34 万亩，其中重旱 16 万

亩，轻旱 18 万亩。孙佃长告诉记

者，以他家为例，全家有 1 亩多

农田，往常一年能打六七百斤小

麦，就目前的干旱情况，估计明

年粮食产量会下降 50%，如果目

前这种干旱情况不能缓解，甚至

会绝产。

粮食减产

农民心态尚稳定

记者通过在道托镇几个村
走访发现，面临着明年小麦大量

减产甚至绝产的困境，不少农民

的心态还是不错的。

道托镇大王庄村的王英新

告诉记者，像他们家，经济收入

主要来源是家里劳动力外出打
工，对于粮食作物的收入，并不
占重要比例。“我们家有一亩地，

平常年产量也就在 500 多斤。这

点粮食也就是自己吃，卖钱也卖

不多少。”王英新告诉记者，“如

果粮食产的不够吃，自己买点就

可以了，对生活影响不大。”

与粮食作物相比，村民更看

重春后种植的烟草、花生等经济

作物的产量。道托镇大黄旺村的
一位村民告诉记者，每年开春他

们村都会大量种植烟草，有时收
入会很可观，占全年收入的主导
地位。如果旱情仍没有改观，明

年他们烟草的种植恐怕会受到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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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间麦苗枯叶越来越多

本报讯 钱龙出世，千

载难逢：“豹子号、顺子号”

人民币珍藏册在我市发行

即引发抢购，配额已经销
售过半，应藏友要求赠品
也全额配赠。有预定的藏

友尽快和发行中心取得联

系，电话 0539-3200686 先
定先得。

本次央行首发的珍藏

册共收录人民币 100 元、50

元、20 元、10 元、5 元、1 元 6

种面值共计 60 张全品相人

民币，每种面值各 10 张，10

张真钞的字冠及前五位编

号完全相同，最后三位分别
111、222、333、444、555、

666、777、888、999、000，俗

称"豹子号、顺子号"。专家特

别强调，此次发行的“豹子

号、顺子号”人民币是从
90000000 张人民币中挑选出

来的，个人或一般机构根本

做不到，这比同号钞、连号

钞更具收藏价值。

“豹子号、顺子号”在人

民币收藏中属极为罕见稀

缺的币种，是普通人一生都

无法收藏到的传世珍宝！央
行首次发行的第五套人民

币“豹子号、顺子号”排成一

条“钱龙”神秘现身，一生仅

此一次，财富机遇不容擦肩
而过！

人民币早已成为收藏

界公认的藏中珍品，因有良

好市场交易环境，其价格日

益攀升，大显稳步增值的特

点。2005 年以来，第一套人

民币单枚“珍品”均以远高

估价价格成交，全套价格突

破 300 万元大关，涨幅超万

倍；而第二套人民币全套价

格也已超 60 万，第三套人

民币更已站上了 8 万元关
口。业内专家指出，不管第
几套人民币，同号钞、连号

钞的价值都特别高，因为发

行量少，存世量小，收藏价
值必然突飞猛进！

“豹子号、顺子号”

人民币珍藏版纪念册
临沂发行即引发抢购

农田里大面积的麦苗喊渴。

村民周平星从菜园处的土井里挑水回家。

村民吴师傅在查看旱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