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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每日向城区供水十万吨
黄前水库现有库存够用 15个月的

新栽苗木易枯死

城市绿化盼“返青水”

本报泰安 2 月 16 日讯 (记
者 赵兴超) 秋冬春三季连旱
不但让农田里的麦子受灾，也危
及到了城区行道树及绿化带苗
木。16 日，记者从泰安市园林局
了解到，为确保城市绿化，园林
部门已准备好在温度适宜时浇
灌“返青水”，通过科学管理方法
降低绿化用水消耗。

16 日，泰安市园林局工作人
员介绍，由于泰城去年开展了综合
整治绿化提升工程，城区新移栽了
大量苗木，这些苗木根系生长不发
达，容易受干旱影响枯死，园林部
门早在年前就采取了抗旱措施。泰
安市园林局针对各种绿化植物的
生长特性，制定了相应的抗旱应急
预案。已经抢在气温降低前浇灌了

“过冬水”，城区8 部洒水车加班作
业，实行24 小时循环浇水。按照浇
水计划，分时段、地段、人员、水量，
动用各类机具设备，昼夜浇水，保
证了绿化苗木成活率。

泰安市园林局工作人员表
示，虽然最近泰城迎来两场小雪，
但是无法满足绿化苗木的需求。
园林部门已经根据天气情况，落
实了人员、车辆，计划在绿化苗木
春季发芽前浇灌“返青水”。同时
加派人手，对苗木进行松土、锄
草、修剪、培土等，减少植物水分
蒸腾，减少绿地灌溉次数，既要保
证苗木的生长，还要尽量降低园
林绿化对城市水资源的消耗。在
浇“返青水”时，园林部门还将对
缺株断垄的绿地进行补植和整
治，保障泰城城市绿化。

一个月打20眼深井

四川地质队支援抗旱

本报泰安 2 月 16 日讯(记者
陈新 通讯员 张培国 郑君

丽) “我们是怀着一颗感恩的心
来支援抗旱的。”说这话的是四川
省煤田地质局下属的 137 地质队
队长谢立均。137 地质队计划与另
一支四川地质队一起，在1 个月内
为宁阳县打出20 眼深水井。

15 日，记者在宁阳县蒋集镇
张家围子村见到了镇水利站马
站长，他告诉记者，四川地质队
的先遣队员已经抵达宁阳县，他
们人手、机械全都齐备，能够打
100 米至 300 米的深井。两支地
质队共有队员 100 多人，近期陆
续抵达宁阳县，计划在 1 个月内
打出 20 眼深井。

在张家围子村东麦田里，记
者见到几名工作人员正在布线
测量。这几名工作人员来自山东
省物探局测量队，他们正在进行
的地质测量是打井前的准备工
作。测量队定下打井的孔位后，
由四川省煤田地质局下属的两
支地质队完成打井工作。

据了解，国土资源部把对口
支援山东抗旱打井任务交给四
川地勘队伍，四川省国土资源厅
派出地质队援助山东抗旱，其中
有 6 只地质队被派来泰安，6 支
队伍分别在宁阳县、肥城市、东
平县、岱岳区、新泰市开展工作。

本报泰安 2 月 16 日讯(记者
曹剑) 16 日，记者来到黄前

水库，实地了解到“泰安水缸”受
旱情影响不大。年前黄前水库放
水灌溉了库区 1000 余亩田地，
目前能保证向泰安城区每天供
水 10 万吨，可持续 15 个月。

16 日上午，记者冒雪来到
黄前水库看到，水库偌大的水面
上已经结了厚厚的一层冰，冰面
大多被积雪覆盖，黄前水库管理

工作人员正踩着冰层测量水库
水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每天
上午他们都要测量水位，虽然旱
情不容乐观，但是水库库存水量
充足，水位平均每天仅下降一两
厘米。

黄前镇黄前村村民刘利民
告诉记者，黄前水库对周围几个
村庄的抗旱作用非常大。虽然村
里不少农田地头上都有水井，但
是持续干旱让井水水位下降，有

些浅井抽不出水来。黄前水库管
理人员看到周边农田的旱情后，
曾经放水救急。

黄前水库管理局副局长、总
工程师张广伦介绍，春节前，黄
前水库开闸放水，通过自流灌溉
的形式，浇灌库区 1000 余亩田
地。黄前水库位于黄河流域大汶
河支流石汶河上游，是一座以防
洪为主，兼顾农业灌溉、城市供
水、水产养殖等综合利用的重点

中型水库。目前向泰安城区日供
水能力已达到 10 万吨左右，占
泰城总用水量 80% 以上，是泰城
重要的水源地之一。

“市民不用担心用水问题，
根据水库管理局的统计，现在黄
前水库存水量约为 4540 万立方
米，按照目前黄前水库每天向城
区供水 10 万吨计算，现有库存
可以持续使用 15 个月，足够今
年全年城区供水。”张广伦说。

“浇过三次水，小麦没问题”
宁阳庞大的引水灌溉工程起效果

本报泰安 2 月 16 日讯
(记者 陈新 赵兴超 通
讯员 张培国 郑君丽)

“我们的小麦已经浇过三次
水了，虽然天旱，但我们的
小麦没问题。”15 日，宁阳
县蒋集镇农民自信地说。在
此次抗旱工作中，宁阳县庞
大的引水灌溉工程有效缓
解了旱情。一些村子还积极
打井抗旱。

15 日，记者来到宁阳县
蒋集镇小胡村看到，小麦田
里积雪还没完全融化，绿油
油的小麦叶子上挂着水珠。
虽然同样遭遇了严重的干
旱，对比其他地方，这里的小
麦长势确实比较好。

在村子里，记者遇到了
正在给麦子浇“返青水”的村
民林新文。林新文带着妻子、
孩子，在田间地头一边忙活
着，一边向记者介绍：“年前
就浇过‘过冬水’了，现在地
温已经上来了，趁早浇上‘返
青水’，就不用着急了。”距离
林新文家麦地 20 米的地方，
就是年前修建的末级渠，渠
中早已注满了水。林新文直
接打开闸门，将水放到自家
田地的。

在麦田南头，记者看到，
一条斗渠横贯东西，斗渠长
2000 多米、宽约 2 米、斗渠里
注满了水，水深至少半米。斗

渠旁边每隔 10 几米就有一
个闸门，闸门和田地间的小
沟渠相连。“你看有了这些
水，我们农民还用发愁吗？”
宁阳县水务局总工程师李东
生说，宁阳县共建设东西两
个引汶灌区，年引水量 1 亿 7
千万多立方，灌溉面积达 60
万亩。

记者来到蒋集镇西周村
发现，这里的村民除了依托
小型农田水利项目抗旱，还
请来打井队新打了多眼水
井，农田灌溉水平得到了显
著提升。

宁阳县农民还自发成立
了民间用水者协会，管理灌
区组织浇水。张波是蒋集镇
民间用水者协会的分会长之
一，他管着东引汶灌区蒋集
段的两条斗渠，灌溉面积约
3000 亩，涉及三个村 600 多
户人家，他的职责是开闸放
水、检修水渠和收水费。

“地里旱了该浇水的时
候，我用村里大喇叭一喊，村
民们就都知道了。我管着开
闸放水，打开闸门水流就从
斗渠里流到地里了，村民轮
流浇地。”张波说道，他管的
区域大约 4 天就能全部浇
完，村民们浇水都互帮互助，
有村民家的地轮到浇水了，
但是不在家或者忙不开，经
常有周围村民帮他们浇上。在蒋集镇西周村，一支打井队冒雪忙碌着。 本报记者 赵兴超 摄

黄前水库工作人员正在测量水位。 本报记者 曹剑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