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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走访东港区河山镇、莒县寨里河镇、岚山区后村镇

果茶黄烟都喊渴，村民打井修渠忙自救
本报记者 彭彦伟 化玉军 李玉涛

18 日上午 10 点，在莒县中楼镇河峪村河峪水库
边，7 台喷灌机正源源不断地抽水。“近 2 个月里没有
下大雨了，花生、黄烟、玉米等都缺水，减产是肯定的
了，如果短时间内还不下雨，有些作物面都可能面临
绝产。”河峪村村民柳兴台说。

柳兴台今年种植了 2 亩小麦，以往每亩地保守能
收六七百斤小麦，而今年由于持续干旱，每亩地的收成
在 400 斤左右。与柳兴台一样，板楼村村民于德里种的
山地麦子每亩地甚至还达不到 400 斤，“今年实在太旱
了，从种上麦子就基本没下过有用的雨。”于德里说。

记者观察发现，浇过的花生苗绿油油的，已经
完全把土地覆盖过来，苗上长满了黄色的小花。而
未浇过的花生苗不仅长的矮，叶子少，而且苗上几
乎看不到花，有的叶子已经发黄卷了起来。“现在正
好是花生生长的季节，正常来说再 2 个月左右就能
收获了，看现在这个长势，想丰收不可能了，最低减
产 2 成以上。

在莒县寨里河镇牛家沟子村刘兰美的黄烟地里，

黄烟在这个时候应该有一米高，而现在只有三四十公
分，“我是第一年种黄烟，今年种了 120 亩，没想到就
遇到了天这么旱。”刘兰美有些无奈地说。

◎莒县寨里河镇

黄烟比往年矮了一半
林前村位于东港区河山镇，全村共有 1040 亩地，

其中苹果园占了 1000 亩，几乎家家户户都有苹果园，
目前主要有富士、嘎啦、将军等品种。该村的果园共四
大片区，围绕着村庄的四个方向分布。苹果是村民的
主要经济来源，也是该村的经济支柱。

19 日上午 10 点，记者刚到林前村，正好碰到已经
84 岁的马姓老人，他正推着独轮车往家赶，“拉水打
药呢，现在家家户户基本都在浇地。”马老说。

在马老指引下，记者来到位于村南头的果园，两
个村民正在用喷灌机抽取河里的水浇果园。记者看到
这条小河宽约有 9 米，上游已经干涸了，下游还剩有
一些水，但存水量很小。

王先生赤着脚踩着将近到膝盖的淤泥，在河里换
吸水管的位置，在浇灌了 4 个小时后，这个水坑里的
水已经抽不上来了。王先生将吸水管往下游挪了挪，
并将其放在塑料筐子里，以免吸入杂物或者淤泥堵塞
了吸水管。

在苹果园内，记者看到套袋的苹果跟李子差不多

大，未套袋的苹果比核桃略微大一点。“要是雨水充
足，要比现在大一圈。干旱让苹果小了一圈。”林前村
村民赵女士她说。

◎东港区河山镇

露天水源几近枯竭
“现在地里旱，茶树叶子都晒掉了，茶树能活下

来就不错了。”19 日上午，在里乘凉的后村镇宅科二
村袁洪福告诉记者。袁洪福今年 68 岁，有七八分茶
树地，由于干旱，茶树新芽发的少，他今天并没有去
采茶。

来到茶园，记者看到，有些茶树已经发蔫，茶树上
除了变得深绿的老叶外，难得见到几个嫩芽。

村民陈女士正在采茶叶，她告诉记者，她家共有近
两亩地的茶树。“你看我摘的茶叶，都不是芽尖，都是些
老叶子。”陈女士指着摘茶叶的小桶说，“实在是太旱
了，嫩芽发不出来。”

11 点多，采了一上午茶的袁兆西正准备和妻子骑
摩托车回家。“干得都没芽了，快下雨吧。”袁兆西的妻
子显得十分无奈。

村民袁兆海告诉记者，从四月底开始采摘露天茶
叶以来，近 50 天的时间里，一次“实在”雨也没下过，上
周下的一阵小雨，完全渗透不到地下去。

宅科二村的土地以丘陵为主，可供抽取的水源地

比较少，据袁兆海介绍，支撑村后千多亩地的水源，只
有一个小型水库。而记者看到，这个小型水库里的水，
也已不满水库五分之一的水容量。

◎岚山区后村镇

茶树能活下来就不错了

抗旱意识强
果园长势旺
本报记者 李玉涛 化玉军 彭彦伟

在东港区河山镇林前村，
村民的主要抗旱措施就是打
井，据村村委一名窦姓工作人
员说：“我们现在正在村南头
修建水渠，可以通过三道截留
确保村南边大约四百多亩果
园的浇灌。”他说，水渠长约有
500 多米，宽约有 9 米。19 日
上午，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
水渠的两岸已经基本修好。

“干了快一个月了，再过几天
就能干完。”现场一位工作人
员介绍说。

“这个水渠不光能截留蓄
水，在汛期也能排水防涝，大
旱就会有大涝。”窦先生说，村
委在规划的时候充分考虑了
这一点，村里的排水沟都与水
渠相通，汛期能迅速排水。

窦先生说，该村的露天水
源非常少，只有村南头的一条
小河和村西头的一个水库，而
这个水库并不缺水，未来将成
为引水灌溉的一个重要蓄水
池。

“村西边有道排水渠，跟
南边的水渠连着，我们还打算
在西边再修一道水渠。”他说，
要是一直不下雨，他们就会从
村北侧的河山河里抽水引到
村西头的水库里，再放水到水
渠里，引到村南，这样村南的
四百余亩果园就不愁灌溉了。

他还介绍说，去年苹果遭
遇干旱时，村委引导村民在地
头挖井，自治自救。

“我们村的地势比较平，
地下水很充足，今年这么旱，
家家的井里基本都还有水，果
园还没怎么旱着。”他说，现在
村民已经有了这种抗旱意识，
也舍得去打井。

19 日中午 12 点，骄阳似
火，记者看到，在太阳的炙烤
下，村民菜园里种的玉米或土

豆的的叶子都蔫了，有些甚至
已经枯死。在窦先生的带领
下，记者围着村庄查看了该村
的果园，几乎每个果园的地面
都还是湿的，果树却长势很
好。

“基本都能浇上水，现在
是先保果树，村民自己种的花
生、玉米都不怎么管了，你看
这么嫩的树梢，中午头一点不
蔫。”窦先生说。

记者从河山镇党委了解
到，苹果是该镇的主要经济作
物，全镇共有 1 . 4 万亩。“今年
镇上统一管理各村的水库，统
一放水，尽量利用好水源，别
浪费了，还加固了水坝，组织
抗旱。”镇党委一名工作人员
说 ，今 年 窦 家 官 庄 村 修 了
1000 米长的水渠，大暖帐村
修了一条拦截坝，汪家官庄村
投资七八万打了一眼大水井，
供全村灌溉用。

岚山区后村镇宅科二村
袁兆西告诉记者，他们一般都
是雇人浇地，一般一亩地要浇
一小时，一小时要花 70 元钱。

“浇了也顶不了三五天，很快
就干了。”但是，他也表示，就
算干得很快也要浇水。

“让别人浇地太贵了。”为
了能省点钱，村民袁安华的媳
妇不得不选择用自家的喷灌
机浇地，她拿着喷管，站在地
中央，冒着烈日，不停地左右
喷水。

“我们这附近有四个水
库，有两个已经基本干了，这
个水库今天基本就能抽干。”
正在浇地的莒县中楼镇河峪
村柳兴台说。相同的情况出现
在寨里河镇牛家沟子村，刘兰
美介绍，之前村里为抗旱建造
的小塘坝都已经干涸，只有几
个稍微大点的水库还有水。

9 日上午，莒县中楼镇河峪村，布置水管的村民。
本报记者 冷炳豪 摄

格自救措施

19 日，河峪村的土地要挖一指多才能见到湿润
土壤。 本报记者 冷炳豪 摄

林前村村南，施工人员正在修建水渠。
本报记者 李玉涛 摄

19 日上午，宅科二村的茶树上很少有嫩叶。
本报记者 化玉军 摄

19 日上午，
莒县中楼镇河
峪村的小水库，
存水只能再支
撑一天。

本报记者
冷炳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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