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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度：玉米大葱或因旱涨价
人工灌溉成本每亩增加百元，农民担心收入受影响
文/片 本报记者 曹思扬

近两个月没下雨，平度市部分乡镇出现轻旱，当

地农民称，如10日内再无降水，玉米将减产。19日，记者

调查了解到，因农田人工灌溉成本增加，玉米、大葱今

年或将涨价。

10天内不下雨

玉米或将减产

19日下午，记者在平度
市南村镇东王府村看到，
田 里 的 小 麦 基 本 收 割 完
毕，部分夏玉米已长出小
苗，但苗又矮又小，叶子都
耷拉着。河里虽然还有水，
但是水位很低，部分河段
已经露出河床，岸边每隔
几米远就有一台抽水机，
很 多 农 民 忙 着 浇 灌 夏 玉
米。

村 民 蒋 追 和 告 诉 记
者，去年这个时候，收了小
麦种上夏玉米后，靠雨水
玉米便能长出苗来，但今
年雨水太少，土质太干，玉

米苗长不出来，他只好雇
人用水管浇他种的3亩半玉
米。“10天内再不下雨玉米
就得减产。”蒋追和说，正
常的话每亩玉米能产1 0 0 0

多斤，但如果不下雨，减产
多少不好说。“本来今年麦
子价格就比去年每斤便宜
两分钱，收入少了很多，玉
米再收成不好，今年的收
入真是不敢想。”蒋追和向
记者诉苦。

记者了解到，虽然降
水少影响了农作物生长，
但是居民生活用水依然充
足。

浇水花费高

成本每亩涨百元

蒋追和介绍，人工浇灌
后，每亩地的成本要增加百
余元。“抽水机每天要用掉10

升左右的汽油，油钱就要将
近80元，一天能浇完一亩地，
加上人工费用，每亩地得多
掏100多元，3亩半地得多花
近400元。”蒋追和称。

记者随后来到了平度
市南村镇洪兰中村，看到农
田里的大葱长到约3 0厘米
的高度，地里同样很干。村

主任王声君告诉记者，他们
村今天春天种了 8 0 0亩大
葱，大葱在生长过程中的需
水量比别的农作物要多很
多，土壤只要一干就得浇
水。为了保证供水，今年他
们村光抽水机就已经买了
20多台，算上汽油、人工等
费用，每亩大葱的成本增加
100多元。为了收回成本，大
葱收获后，他们准备适当提
高大葱的价格。

6月上旬降水量

同比减少八成多

记者从平度市水利局
了解到，从今年1月1日至6月
12日，平度市累计降水量为
89 . 9mm，比历年同期降水量
减少28 . 7%，其中6月1日至6

月12日，平度市累计降水量
为3 . 4mm，比历年同期降水
量减少83 . 7%。平度市水利局
的工作人员介绍，尽管平度
市今年的降水量比历年同
期减少很多，但各大水库蓄
水量充足，有足够的水源供

灌溉使用，所以干旱程度不
是很严重。

平度市水利局6月11日
公布的土壤墒情统计显示，
平度市蓼兰镇、大田镇处于
轻度干旱状态。“目前平度
市的麦收已过半，降水偏少
对小麦收割没有什么影响。
如果降水量持续偏少，农民
可看情况进行人工灌溉，确
保夏玉米正常生长。”平度
市农业局的工作人员说。

在平度市南村镇东王府村，村民正在浇地。

从4月25日至今，

胶南市总降水量只有

4 . 3毫米，无有效降水，

旱情严重。被称为“胶

南母亲河”的风河大

部分河道已经干涸，

铁山水库水位下降，

田里的农作物受干旱

影响较大，很多农民

已经开始引水灌溉农

田。

胶南：水库没水风河干
55天共降水4 . 3毫米，6月降水有史以来最少
文/片 本报记者 潘旭业

水库水位大降，风河干死鱼虾
19日上午，记者来到被

称为“胶南母亲河”的风河，
站在位于泰山路的桥上远
远望去，河道内大部分区域
早已经干涸，河床上出现了
严重的龟裂。记者下到河
底，看到裂纹最宽处接近5

厘米，还有很多干死的河
蚌、田螺和小鱼虾，河床上
还有一大片枯死的小草。据
当地居民介绍，往年河里水
位最低时也有近半米深，但
今年从5月开始河里就一点
水也没有了。

据了解，风河里的水主
要来自于胶南铁山水库，记
者又来到铁山水库一探究
竟。在铁山水库旁，记者看
到水库大坝的放水闸门牢
牢关闭，水库里的实际水位
比标注的正常蓄水水位降

低了七八米。记者从青岛市
水文局了解到，铁山水库汛
末蓄水位为47 . 70米，目前的
水位为38 . 65，下降了9米。由
于水位太低，水库已经很长
时间没有放水了，这也直接
影响了风河的水位。

花生蔫了叶，农民灌溉忙
1 9日上午1 1时许，记

者沿着铁山水库一路西
行，看到道路两旁的地里
的花生叶子都皱巴巴的，
当地村民告诉记者，如果
一星期内再不下雨，就必
须人工灌溉，否则产量就
会受影响。

中午1 2时许，记者来

到铁山街道前石沟村时，
村民梁月弟正在灌溉刚刚
种上的秋玉米。3天前，4 5

岁的梁月弟刚把小麦收回
家，谈起今年的收成，他
禁不住叹起气来。他告诉
记者，今年因为旱得厉害，
他又一直在外打工，没能及
时回家浇水，导致收回家的

小麦至少减产两成。更让老
梁苦恼的是，麦收后他立马
种上了秋玉米，如果再不下
雨，玉米苗长不出来，就只
能自己浇水了。记者乘车一
路向西，看到很多农民都在
浇地。

记者从胶南市农业部
门了解到，今年胶南小麦

种植面积达4 1 . 1万亩，因
为持续不降雨，导致胶南
市宝山、大村、理务关等
西部和西北部乡镇达到中
度干旱，其中小麦受旱情
影响较为严重。但因使用
了优质高产的小麦品种，
比去年同期增产了16%左
右。

6月降水有史以来最少
记者从胶南市水文局了

解，从今年4月25日到现在，
胶南市范围内近两个月没有
有效降雨。

胶南市水文局提供的数
据显示，胶南市今年截至目
前的降水总量为87 . 3mm，主
要集中在4月25日之前。其中

4月份的降水总量为44 .7mm，
最近的一次有效降水发生在
4月24日6时至25日6时，全市
的平均降雨量为10 . 8mm。此

后，5月份共降水3 . 1mm，6月
份截至目前降水1 . 2mm，降
水量是有气象记录以来同期
最少的一个月。

本报6月19日讯 (记者
赵波 ) 19日，记者从胶

州获悉，受上周两场降雨影
响，胶州旱情稍微有所缓
解，胶州市水利局统计，胶
州市内40万亩玉米有32万
亩为轻旱。

记者从青岛市水文局6

月11日发布的数据获悉，自
4月25日至6月11日，胶州市
大部分地区一个半月无有

效降雨，市内7个乡镇一度
发布重旱预警，洋河镇、难
关街道、胶西、胶东等麦田
地一度受旱。

“现在旱情不是很严
重，因为6月15日刚刚下了
一场雨，旱情应该得到及
时缓解了。”19日，胶州市
委宣传部的一位刘姓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一周两次
降雨，旱情得到了缓解。记

者联系到胶州市胶北镇北
赵家村村民赵来田，他说，
上次下雨不是很均匀，胶
州很多地方都没有下雨，
他们家的玉米地依然比较
旱，“再有半个多月不下
雨 ，玉 米 收 成 肯 定 受 影
响。”赵来田说。

记者从胶州市水利局
农水科得知，上次降雨确实
部分缓解了旱情，但降水不

均匀，很多地方降水不足，
个别乡镇出现中雨水量，所
以整体影响有限。根据19日
初步统计的数字，胶州市共
有40万亩玉米，其中32万亩
出现轻旱。“前一段时间青
岛市水文局公布的重旱应
该是麦田的情况，现在玉米
情况稍微好一些，其他数据
我们也正在统计。”农水科
的张工说。

胶州：上周及时雨旱情稍缓解
40万亩玉米地八成轻旱

胶南风河干涸的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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