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1月21日讯 20日下

午，临沂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张
务锋到沂水县检查指导抗旱双

保工作。他指出，做好当前的抗

旱双保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的基

本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各

级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市

提出的各项政策措施，把抗旱工
作作为当前工作的当务之急、重

中之重，切实抓紧抓好。

张务锋强调，要认真贯彻落

实全省抗旱工作电视会议精神，

全力做好当前抗旱双保工作。一

要牢固树立抗大旱、抗长旱、防

大灾的思想，继续加强组织发

动，克服靠天等雨的麻痹思想，

营造更为浓厚的抗旱氛围。二要

建立有效的抗旱责任监督机制

和责任追究制度，确保领导到

位、责任到位、组织到位、措施到

位。三要对现有水源实行统一管
理、统一调度，做好科学用水、计

划用水、节约用水，通过实施最

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最大限

度地发挥现有水资源的效益。四

要突出抓好城乡居民饮水安全，

组织对可能发生供水短缺的城

镇、农村再进行一次深入、全面、

细致的摸底排查，对存在的困难

和问题有针对性地采取解决措

施，千方百计增加抗旱水源，必

要时组织有关单位和抗旱服务
队为群众拉水送水，决不让一名

群众吃不上水，确保社会稳定。

五要抓住当前国家加大水利基

础设施建设的有利投入时机，加

快灌区续建配套和节水改造，搞

好抗旱应急水源工程建设，最大

限度地提高抗旱能力。六要进一

步强化预案落实，修订完善抗旱

预案、各类应急供水方案，增强
预案的针对性、实用性和可操作

性，保障抗旱工作有序进行。

（邵明典）

张务锋在沂水检查指导时强调

决不让一名群众吃不上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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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1 月 21 日讯 1 月 20

日上午，本报联合远通丰华上海

大众 4S 店发起的“向吃水困难

农民送放心水”活动，将 8126 瓶

“爱心水”送到沂水县道托乡大

黄旺村受旱村民手中，以解千余

名村民的燃眉之急。

经过三个小时的车程，20

日上午 11 时许，记者跟随“爱

心送水车队”到达沂水县道托

乡大黄旺村。车队刚驶进村

里，就看到很多村民站在道路

两侧迎接。

听说有送水车来，很多村民

都是全家出动，一位 80 多岁高

龄的老奶奶推着独轮车前来运

水。送水车在村委大院停稳后，

村民们纷纷上前帮忙卸水，等候

领水的村民也排起了队，脸上露

出了欣喜的笑容。

“这可是好水，真甜，比土井

里的水好喝多了。今天领到的这
些水，够我和老伴喝到春节了。”

今年 63 岁的村民王新善打开一

瓶“爱心水”高兴地说。他家住在

离村委不远的山坡上，由于天

旱，四个月前家里的自来水停

了，一家人每天要走半个多小时

的路，到村西头的土井里挑水

喝。由于水质较差，土井里的水

烧开后仍有许多的碱和漂浮物，

很不卫生。

“从去年 9 月起，这里几乎

没下过雨，地里种的 200 多亩冬

小麦，目前已有 50% 受旱。明年

小麦的产量肯定会受影响。”据

大黄旺村村党支部委员周平星

介绍，按照全村村民一天吃水10

立方米左右计算，土井里的水也

仅够维持一个月左右。

大黄旺村村党支部书记王

新军告诉记者，大黄旺村有 1180

多口人，牲畜 300 余头，农作物
受灾面积达 100 多亩，灾情比较

严重。爱心市民和企业送来的这

些优质放心水，能够解决村民近

期的缺水困境，让他们过上正常

的生活。

“我们喝上甜水了！”
八千余瓶“爱心水”送抵旱区

1 月 20 日，本报的爱心车

队驶入了沂水县道托乡大黄旺

村，看着一瓶瓶矿泉水搬下车，

在场围观的村民无不喜形于

色。

现场，76 岁的王福兰更是

迫不及待地拿出一瓶矿泉水，

打开就喝，虽然寒冷的天气已

经将瓶里的水冻上了大半，但

这位大爷还是“咕嘟咕嘟”灌个

不停。喝完后用手一抹嘴角的

水，咧开满是皱纹的嘴，露出嘴

里残留的两颗门牙，王福兰笑

着说道：“这矿泉水就是好喝！”

持续的干旱，让大黄旺村

村民只能到原本用于灌溉的土

井里挑水吃。王福兰告诉记者，

那些水都是地表水，水质不好，

喝起来有一股咸味。“这么甘甜

的水好久没有喝到了。”王福兰

说。

“爷爷，我也要喝！”此时，王

福兰 3岁的小孙子看到爷爷喝

完水后一脸开心的样子，以为爷
爷喝到了“甘甜雨露”，也嚷着要
尝尝。“不行，太凉了，回去让你奶

奶烧开了再喝！”王福兰说。

就这样，爷孙俩挤出了喧
闹的人群，消失在回家的村路

上。

“矿泉水就是好喝！”

20 日，记者走访了大黄旺

村几家农户，在一家农户，记者

看到，女主人正在洗尿布。“天

一旱，给孙子洗尿布也成了大

问题！”女主人孙加英说。

孙加英告诉记者，小孙

子刚 6 个月，儿子儿媳都在外

地打工，她就承担起了照顾

孙子的责任。“平时喂奶、哄

孩子虽然辛苦点，但都还能

应付得来。只是这个洗尿布

成了大旱天里最头疼的事。”

因为干旱，村民们都尽

可能地减少洗衣服的次数，

就算是非洗不可，也不舍得

用家里的水，都是到村外的

一条小河里洗。但是给孩子

洗尿布的水是万万不能节省

的。“孩子还小，皮肤特别娇

嫩，用河水洗的话怕洗不干

净，伤到孩子。”孙加英说。

孙加英告诉记者，她家

有 6 口人，还养了两头黄牛，

家里虽然有一口自备井，但

每天只能打两缸水。其中两

头牛就要喝一缸多，“平日家

里的黄牛都是牵到小河里喂

水，但这几天天冷，早晨起来

村里的小河都结冰了，只能

打水喂牛。”孙加英说，“剩下
的水刚好应付家里 6 口人的

日常生活，再加上给孩子洗
尿布，用水就非常紧张了。”

“还好，邻居们都知道我

们家的情况，平时家里水不

够用就去邻居家借一点，几

十年的老邻居，大家关系都

非常好，很照顾我们。”孙加

英笑着说。

跟邻居借水洗尿布

“作为一家热衷于公益事业

的爱心企业，帮助有困难的人是
我们应该担当的社会责任。”临

沂丰华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总经

理王凤希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时说。

“今年临沂遇到百年一遇的

特大干旱，我的老家莒南县涝坡

镇王家大庄村也受了灾，地里的

庄稼旱了，家里的自来水也停

了。现在村里买了水泵和电机，

准备从村外两公里的河里抽水

喝。”从小在农村长大的王凤希，

深知水对农民有多么重要。

作为本次活动主办方之一，

远通丰华上海大众 4S 店也向旱

区沂水县道托乡大黄旺村捐助

了 2000 瓶纯净水。“再过十几天

就是春节了，旱区的群众还在为

喝上放心水发愁，这次捐水活

动，就是希望乡亲们能够感受到

我们的一片爱心，能够渡过这个

难关。”王凤希说。

临沂丰华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总经理王凤希———

帮助有困难的人

是企业的责任

从 2011 年 1 月 14 日开始，

我们对沂水县道托乡大黄旺村

旱情进行了报道，并联合远通丰

华上海大众 4S 店发起了“向吃

水困难农民送放心水”活动。报

道见报后引起了广泛关注，许多

爱心市民、爱心企业纷纷慷慨解

囊，短短几天内，我们共接收捐

助“爱心水”8160 瓶。

走进大黄旺村，可以看到路

边成群的牛羊和四处奔跑的鸡

鸭，在平常看来，这俨然是一幅美

丽的乡村画卷，但在极度受旱的

今天，这一切都显得特别凄凉。由

于干旱严重，村里的养殖户已经

没有多余的水喂养牲口了，这些

牲口只能喝快要见底的河水。

临沂的百年大旱，让地处丘

陵地带的大黄旺村，受灾严重。

大黄旺村的灾情也引起了社会

各界的关注，当我们载着满满一

车“爱心水”抵达大黄旺村时，村

民们都露出惊讶的表情，“真的

是免费给我们喝的吗？”这是村

民们说的最多的一句话。

村民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

喝过这么干净的水了。喝着甘甜

的纯净水，他们都很高兴。但是，

这 8000 余瓶纯净水并不能解决

根本问题，村民们可能还要继续

面对喝浑浊土井水的现实。对于

大黄旺村村民来说，他们是完完

全全靠天吃饭的老百姓，他们也

只能盼望老天早日降下甘霖，滋

润田间受旱的麦苗。

现在，村民们最担心的是，如

果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还是没有有

效降水，到那时，村里的小河干涸

了，井里也都没有水了，村民们不

仅没有水喝，恐怕还会错过种花

生的季节。这对以种植花生为生

的大黄旺村村民来说，无疑是断

了一年的经济收入。

如果还不下雨，摆在大黄旺

村面前最大的考验是该如何抗

旱。不仅是大黄旺村，对于整个

临沂受灾地区来说，抗旱工作才

刚刚开始，受灾地区的干旱后遗

症也将慢慢显现出来。如何解决

这百年一遇的自然灾害，将是未

来一段时间内，旱区所面临的最

大挑战。

抗旱，

是我们

近期面临的

最大挑战

本版稿件由刘海蒙、张

斌、李晖、罗志强联合采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