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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我省1200万亩农田严重干旱
5月以来全省降水同比偏少七成，559万大军全力抗旱

本 报济 南 6 月 2 6 日讯
（记者 马绍栋）记者从省
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由
于近期持续高温少雨，截至
6 月 2 4 日全省共有 3 6 1 5 万
亩在田作物出现不同程度
的干旱。临沂、济宁、日照等
1 4 个市针对当前旱情发出
通知，迅速开展抗旱保播促
苗工作，今年以来全省各地
累计投入抗旱劳力559 . 4万

人 ，已 完 成 抗 旱 浇 地 面 积
2445万亩。

据省防指相关负责人
介绍，今年以来，全省平均
降水量 100 . 9毫米，比历年
同期偏少 4 3 . 7%。尤其是 5
月 份 以 来 ，全 省 平 均 降 雨
30 . 6毫米，比历年同期偏少
71 . 6%。据各市上报资料统
计，截至6月24日，全省共有
3615 万亩在田作物出现不

同 程 度 的 干 旱 ，其 中 轻 旱
2401万亩，重旱 1204万亩，
主要分布在临沂、潍坊、聊
城、济宁、东营、青岛、德州、
菏泽、日照、泰安、枣庄等
市。全省共有 4 1 . 6 5 万人、
1 . 7 2 万头大牲畜出现临时
性饮水困难，主要集中在青
岛、济宁、日照、临沂、潍坊、
淄博、烟台、济南等市，主要
原因是持续高温少雨、长时

间 干 旱 ，导 致 机 井 出 水 不
足、水源地水位下降，可饮
用水源难以保障。

鉴于当前全省旱情的持
续发展，省防总6月20日发出

《关于迅速开展抗旱工作的
紧急通知》，要求确保城乡居
民饮水安全，确保农业灌溉
水源供给。省水利厅已派出8
个由厅领导成员带队的督导
组分赴各市对防汛抗旱工作

进行督导，同时派出2个专家
组赴重旱区深入一线具体指
导。

记者了解到，全省各地
正积极采取措施应对旱情
发展。目前，临沂、济宁、日
照等 1 4 个市针对当前旱情
发出通知，对抗旱工作进行
了安排部署，其中临沂、济
宁市启动了抗旱三级应急
响应。据统计，今年以来全

省各地累计投入抗旱劳力
5 5 9 . 4 万 人 ，启 用 机 电 井
40 . 9万眼、泵站 2952处、机
动 抗 旱 设 备 5 1 7 . 7 万 台
(套)，出动机动运水车21 . 6
万辆，抗旱用电2 . 5亿度，完
成抗旱浇地面积 2445万亩
次，并通过采取打井取水、
应急供水、拉水送水等措施
保障了 25 . 64万人、1 . 15万
头大牲畜的临时饮水。

26日，青岛市水文局最
新墒情信息显示，今年1月1
日至今，青岛市平均降水量
98 . 0mm，比历年同期平均
降 水 量 1 8 5 . 1 m m 偏 少
47 . 1%，在1952～2012年共
61年水文资料系列中排倒
数第4位，降水量偏少。

自4月25日以来，青岛市
部分地区已两个月无有效降
雨，旱情持续发展，6月25日
的一场降雨，由于大部分地
区降雨量较小，对旱情仅起
到轻微的缓解作用。夏播地
莱西市东南部重旱，胶南市、
莱西市南部、即墨市大部、胶
州市大部、黄岛区西北部、城
阳区西部和崂山区南部中
旱，莱西中部、胶州市西南部
和东北部、即墨市西部、崂山
区大部、城阳区西部轻旱。

潍坊市水文局 25日的

水文数据显示，由于近期降
水较少，且气温较高，田间水
分蒸发加快，潍坊447 . 5万
亩农田遭受轻旱，占总耕地
面积的43%，旱区主要分布
在寿光东北部、临朐大部、城
区北部、昌邑西部和南部、高
密北部、安丘南部和诸城西
部等地区。据悉，年初至今，
潍坊平均降水量较去年同期
偏少四成多。

而潍坊通过对全市26座
大中型水库总蓄水量的监控
获悉，6月21日总蓄水量为
10 . 0732亿立方米，比6月11
日减少蓄水量0 . 3876亿立
方米。除去26座大中型水库
死库容1 . 3525亿立方米，大
中 型 水 库 可 利 用 水 量 为
8 . 7207亿立方米。

（本报记者 韩杰杰
陈之焕）

26日，记者来到了枣庄
市山亭区凫城乡白庄村，在
田地里，记者看到，地里虽然
刚浇完水，但是由于长时间
干旱已经导致地面龟裂。随
后，记者又来到了村里的小
河边，记者看到，原本被用作
浇地水源的小河已经干涸，
河床裸露了出来，只剩下河
底的一堆乱石。

记者了解到，山亭区凫
城乡白庄村目前严重缺水，
村里的农田灌溉主要靠井水
供应，每两天供一次，每次供
应1到2个小时，而现在由于
过度干旱，井水的供应也有
些吃力。

“池塘的水位半个月下

去一米了，如果再不下雨，我
们担心池塘内的鱼会受到影
响。”26日，滕州市滨湖镇东
焦村一位村民无奈地说。滨
湖镇东焦村、西焦村等部分
村庄虽然靠近微山湖，但今
年的干旱让村民们再次感受
到了缺水带来的焦虑，“为了
保障玉米出苗率，已经浇灌
了4次了。”

枣庄市防汛抗旱指挥部
办公室主任任思峰介绍，今
年1月1日以来，枣庄地区平
均降水量70 . 9毫米，比常年
偏少70%，截至目前，枣庄市
受旱面积达到115万亩。

（本报记者 孔红星
张冬梅 李淼 武春澍）

连续的干旱高温天气，
让济宁这座滨水城市也面临
着缺水的情况。

济宁城区北部的“引水
入城”工程于2008年启动，
主要是将城北几条河流中的
水引入城区。但记者26日发
现，由于天气干旱、上游农业
需要大量用水等诸多原因，
城北河流已经进入枯水期。

在老运河沿线，26日14
时左右的水位接近35 . 0米，
和正常时期的水位相差不
大。原来，老运河西部与京杭
大运河相连处的提水泵站，
两台水泵近期每天工作 20
小时向老运河提水。

“由于长时间没有下雨，

河道两侧的垂柳等景观树旱
情也非常严重，叶子有的已
经发黄，对城市的形象造成
了影响。”城区河道管理办公
室主任张雨告诉记者，几天
来，工作人员已经把沿河所
有树木冲刷了一遍，这相当
于给树木“洗了一次澡”。此
外，位于老运河与京杭大运
河交汇处的提水泵站，两台
水泵几乎全天不停地向老运
河中提水。

城区人民公园和百花公
园的人工湖由于没有上游水
源保障，水位每天基本下降
10厘米左右，只能从地下抽
水补充。

（本报记者 刘守善）

本报济南6月26日讯（记
者 刘红杰）26日，我省局部
地区降了小雨，对缓解旱情
作用不大。省气象台预报，未
来三天，我省天气以多云为
主，气温较前几日下降，预计
从28日夜间起我省会有一次
降雨过程，但雨量仍不大，因
而抗旱形势未来几天仍然严
峻。

26日，一场细雨光临济
南、泰安、聊城、日照等地。
省气象台预报员介绍说，当
日，我省的降水主要集中在
鲁中地区，各地雨量均不
大，以小雨为主，部分站点
出现了中雨。除很个别的中
雨地区外，因前期旱情较
重，本次降雨对缓解旱情作
用皆很小。未来几天以多云
天气为主，较为凉爽。预计
28日后到月底我省大部分
地区将有一次降雨过程。

具体天气预报为：27日白
天，全省天气多云。东南风3
级。最高气温：内陆地区30℃
左右，沿海地区24℃左右。

27日夜间到28日白天，
全省天气多云。东南风3级。
最高气温：内陆地区30℃左
右，沿海地区24℃左右。

28日夜间到29日白天，
全省天气多云转阴，鲁东南
和半岛地区有中雨，其他地
区有小雨。南风转北风2～3
级。最高气温：内陆地区
27℃左右，沿海地区23℃左
右。

自4月2 4日至6月2 4
日，济宁已连续两个月无
有效降雨，7 . 02万人出现
临时饮水困难。“家里的水
管一个多月前就不淌水
了，全村240多户村民干旱
时赖以生存的水井，也早
就干得见了底。”2 5 日中
午，在泗水县圣水峪乡兰
沃村，60多岁的汤建章大
爷指着村中一口即将枯竭
的水井忧虑地告诉记者，
井水还有二三十厘米深，
要不是最近村里几户村民
花大价钱请人打了深水
井，如今村民们的生活用

水都很难解决。
与村民交谈的十几

分钟内，记者发现有三三
两两的村民都挑着水桶
往返于路上。“俺家的井
早就干了，现在吃水都是
去邻居家挑。”一位刚刚
从邻居家挑回两桶水的
村民不好意思地说，邻居
家打了一眼深 4 0 多米的
深水井，这半个月来自家
吃的水都是从那里挑的。
附近的毛沃、小河村、官
庄村等几个村庄村民的
吃水也受到了不同程度
的影响。

6月25日上午9点，济
宁召开了抗旱紧急工作会
议，会议通告，截至目前全
市有58万亩农田因旱无法
播种，有43万亩玉米种下
地不能出苗。旱情最重的
泗水县全县农作物受旱面
积64 . 9万亩，占耕地面积
的77 . 6%。如果6月底前仍
无有效降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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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蕊
何泉峰）

枣庄各有关部门都行动起来，合力保农业灌溉，图为供电部门将临时电源架设到田边，协助当地农民抗旱。
孙琦 武春澍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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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泗水县圣水峪乡兰沃村这口深9米的井里仅剩二三十厘米的水，即将干枯。
本报记者 张晓科 摄

眼下已近六月底，从常年看山东已该进入雨季，但老天却迟迟不见有效降雨，这

使我省已进入夏耕时节的农业受到严重影响，受旱面积已高达3600多万亩，同时，旱

情也使城乡饮用水受到一定影响。本报各地记者深入抗旱一线进行采访，把相关情况

呈现给广大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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