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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天未现有效降雨，济 宁东北部旱情显现
农田受旱面积达373万亩，7 . 02万人临时饮水困难
文/本报记者 李蕊 何泉峰 图/本报记者 张晓科

373万亩农田受旱
7 . 02万人饮水困难

为尽快解决当前旱情，6月
25日上午9点，济宁市召开了抗
旱紧急工作会议。记者在会上
了解到，由于入夏以来济宁市
持续无雨高温干旱，春播花生、
地瓜等农作物普遍受旱严重，
出现不同程度的凋萎，有些地
块的死苗率已达10%以上，个别
严重的地块高达30%。

据统计，济宁范围内耕地，
无水浇灌的地块，0—20厘米土
层相对含水量平均仅为40%，
20—40厘米土层相对含水量平
均值为50%。截止目前，全市有
58万亩农田因干旱无法播种，
43万亩玉米播种后不能出苗，
200多万亩浇灌播种的地块，因
底墒不足、表墒较差，虽然能够
勉强出苗，但随着旱情的持续
发展，也有受旱死苗的危险，已
经达到中度和重度干旱程度。

截止6月24日，济宁市已有
373万亩农田受旱，其中重旱110

万亩。泗水县、邹城市、曲阜市、汶
上县、梁山县和微山县部分区域
受旱较重，其中旱情最重的泗水
县，全县农作物受旱面积达到
64 .9万亩，占耕地面积的77 .6%。另
据统计，济宁市有53条河道断流，
106座水库干涸，10052眼机电井因
地下水位下降抽不出水来。目前
已有7 . 02万人出现临时饮水困
难，主要分布在曲阜、泗水、邹城、
微山、汶上等县市。

此外，如果6月底前仍未出
现有效降雨，济宁市地下水位
将急剧下降，南四湖抗旱水源
也将面临紧张的局面。据分析
预测，届时全市农作物受旱面
积将达到500万亩，重旱面积将
超过150万亩，因饮水困难人口
将超过1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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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干旱黄色预警
农业、水利多措并举抗旱

6月21日，济宁市防总根据
旱情的发展，发布了干旱黄色
预警，干旱预警级别指定为III

级，并启动了抗旱III级应急响
应。在大旱面前，水利部门及时
启用各类水利工程，投入劳动
力积极抗旱。截至目前，济宁市
累计投入劳动力59 . 3万人，机电
井6万眼，泵站347处，机动抗旱
设备19 . 5万套，机动运水车辆
7000辆，各类抗旱资金10465万
元。目前已完成抗旱浇灌面积
246 . 7万亩，临时解决饮水困难
人口7 . 02万人。

同时，农业部门也针对各
区域的特殊情况，制定了具体
抗旱措施。对于东部山地丘陵

春花生、春地瓜种植区，计划利
用水库、塘坝等有限水源，采用
机械输水和人工运水的方法，
抓紧浇水保苗。对于西部平原
等雨播种的大豆、玉米产区，将
利用地下水、地表水丰富的有
利条件，启动全部机井、排灌
站，昼夜开机，集中时间、人力、
物力，造墒抢播。对于河谷平原
丘陵缺水区，计划远距离调水
或等雨播种。

此外，还将同时加强病虫
害防治工作，防止玉米蓟马、
红蜘蛛、甜菜夜蛾、二点委夜
蛾、棉铃虫、玉米青枯病等病
虫害爆发，对农作物产生二次
危害。

深井见底，山区村民吃水难

“家里的自来水管个把月前就
淌不出水来了，村里一口干旱时节
应急用的深水井，如今也干得见了
底。”25日中午，记者来到了泗水县
南部山区的圣水峪乡兰沃村。60多
岁的汤建章大爷指着村中央一口
即将枯竭的水井，面色忧虑地告诉
记者，最近村里几户村民花钱请人
打了深水井，才基本能维持村民们
日常生活用水。

记者在汤大爷的指引下看到，村
中央一口深约9米的老水井，如今仅
剩下约二三十厘米深的水。由于水量

很少，可以清楚地看到井底。井内岩
壁上的青苔，证明着这口井昔日曾蕴
藏着丰富的水源。由于多数水井已经
干枯，村民们只好到有深水井的邻居
家里挑水使用。

“俺家的水井早就干了，现在
吃水都是去邻居家挑。”一位刚刚
在邻居挑回两桶水的村民告诉记
者，邻居家打了一眼40多米深的水
井，这半个月来，他家的饮用水都
是去邻居家里挑。“每隔两三天就
得去一回，附近几家人吃水全得去
他家里挑。”

兰沃村里一块空地上，村民卢俊
成看着不远处几个深约三四米的洼
地，一脸忧郁。他告诉记者，这片连杂
草都干得枯黄的洼地，一个多月前还
是水流不止的小河塘。村里的妇女常
常在这些小河塘里洗衣服。而河塘里
的水干了之后，村民要洗衣服，只能
到两里外邻村的一处水塘去，非常不
方便。

随后，记者走访了附近的毛沃
村、小河村、官庄村等几个村庄，虽然
旱情有轻有重，但对农作物和村民吃
水都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浇水无望，花生干旱要减产

25日下午14时许，泗水县高峪
乡贺庄村村头的一块田地里，农户
包庆福正忙着播玉米种子，“本想
着下场雨后再播种，但是等了这么
久，还是没等到下雨，去年这个时
候，玉米已经长到20厘米高了。”包
庆福一脸愁容，由于播种已经晚了
20多天，为了尽快把2亩地播完，他
和老伴中午都没来得及吃饭。“播
完种还要浇水，现在井里水也快干
了，要去其他地方运水，前前后后
又要耽误不少时间，今年肯定要减
产了。”在一旁田地干活的农户包
庆振叹着气说。

在泗水县圣水峪乡兰沃村，除了
玉米外，花生、地瓜受灾情况更为严
重，不少农户已经对今年花生的收成
不再抱有任何希望。“一直不下雨，村
里的唯一条河已经干了一个多月了，
井水也只够吃饭用的，我种的花生已
经全部枯死了，相比地瓜还好些，估
计要减产一半多。”农户汤秀申看着
地里已经开始枯萎的花生苗，非常担
忧。

“我家里有10亩地，其中花生种
了6亩，地瓜种了4亩，旱得都不轻。”
汤秀申拿着从地里拔出的一棵花生
苗告诉记者，花生从播种到结果只有

120天，现在已经过去70多天了，连一
点结果的迹象都没有，去年这时候花
生已经开始结果了。

记者在其他几处种了花生的田
地里看到，部分花生苗的叶子已经全
部发黄，用打火机一点就燃，还有一
些叶子虽然是绿色，但已经被害虫咬
得不成样了。“地里越旱，红蜘蛛就越
多，这种害虫专门吸收叶子里的水
分，之前还喷了些农药，但现在旱过
头了，已经没有洒农药的必要了。”另
一个农户说，就算马上开始下雨，也
已经来不及了，村里1000多亩花生绝
产的可能性很大。

周末将有大范围降雨，但缓解旱情的作用不大

“旱情的出现，跟今年的气候
有着直接的联系。”25日记者从气
象部门了解到，今年1月1日以来，
济宁市范围内累计降雨仅为62 . 6

毫米，较去年同期偏少43%，较历
年同期偏少63%。自4月24日以来，

济宁地区已连续62天无有效降雨，
为1951年有水文记载以来同期降
雨最小值。

“根据目前的气象预报来看，6

月29日前后，全市范围内将有一次
集中降水过程，降雨级别预计为中

雨。”济宁气象台天气预报工程师
张熙介绍，本周末济宁地区将迎来
一次有效降水，降水量预计将在20

毫米以上。
旱情已经出现，在本次降雨过

程中，气象部门是否将实施人工降

雨或增雨？针对这一问题，张熙告诉
记者，实施人工降雨或增雨并不是
随时可行，要在降雨前夕通过卫星
云图判断云层的情况。只有大气中
水蒸气充足且存在大面积的造水云
层，才能实施人工降雨或增雨。

随后，记者从农业部门了解
到，虽然本周末的集中降雨将对处
于干旱中的农作物起到一定的缓
解作用，但由于降水量仍旧偏少且
分布不均匀，旱情仍然很难得到有
效缓解。

4月24日以来，济宁地区已连

续62天未出现有效降雨过程。加

之持续高温的天气，济宁东部的

泗水、邹城、曲阜和北部的汶上、

梁山以及南部的微山，均已开始

出现不同程度的旱情。据统计，

截至6月24日，济宁市农田受旱面

积已达到373万亩，其中110万亩

为重旱，7 . 02万人出现临时饮水

困难。25日，本报记者赶至旱情

较严重的济宁东部山区，实地探

访当地旱情。

耐旱的花生有些也因缺水而枯萎。

村旁的河塘已经完全干枯。

村民正在浇水抗旱。村里的水井已近干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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