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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烟台

关注

往往年年亩亩产产550000斤斤，，今今年年顶顶多多335500斤斤
记者走访福山、牟平的部分村子，花生因旱减产

本报8月27日讯(记者 王晏
坤 钟建军 李楠楠) 8月份突
然由雨转晴，在部分村子，一些庄
稼因为干旱而死。27日上午，记者
赶往福山区门楼镇东陌堂、西陌
堂等地实地探访。

在东陌堂的丘陵耕地区域，
山上除种了苹果、桃、葡萄等经济

作物外，还种着花生、玉米、地瓜、
大豆等农作物，其中很多花生、玉
米的叶子因缺水变黄，严重的已
经枯萎。

在一片玉米地，田垅头上横
七竖八地躺着一些已经枯黄的玉
米杆。记者上前看了看，即使是还
在站着的玉米，玉米棒子也不算

饱满，不少甚至干瘪着。
在西陌堂的耕地，因为缺水灌

溉，部分花生叶甚至一捏就碎了。
牟平区莒格庒镇杨家盘村是

一个小山村，村里的地都在山上。
“山头上种的庄稼，基本上都旱死
了。”村民向记者反映，由于庄稼
种在山上，离水源地较远，根本无

法灌溉，眼睁睁看着辛苦耕种的
庄稼旱死在地里，却没有办法。

“今年8月份太旱了。”村民们
说，他们初步估计，村里的庄稼今
年能减产三成。

在福山区门楼镇西陌堂村，
今年76岁的老汉鹿贤均正在摆摊
卖地瓜、玉米、梨等农产品，提到

今年的收成，鹿贤均直摇头。
“这还谈什么产量？3米多长的

一垄地瓜秧，就刨了这么几个小地
瓜，这要在平常刨个四五十斤不成
问题。”鹿贤均指着摊位说，“在风
调雨顺的年份，一亩地能产花生500

斤，可根据现在的旱情看，能到350

斤就是烧高香了。”

7月涝8月旱

海阳莱阳花生减产

本报8月27日讯 (记者 李娜 )

“现在浇地吧觉得不值得，不浇
吧地还挺旱。”海阳农民辛大叔这
些天犯了愁。7月连续下雨，8月又
烈日高照，花生出现烂根掉果的现
象，不少农民称花生减产成了定
局。

发黄的叶子卷了起来，隔三差
五出现干枯的植株……还有不到
一个月花生就要收获了，可农民们
望着地里的花生却高兴不起来。

“随意拔了几棵，果掉得挺多。”海
阳的辛大叔说，花生前期长势很
好，后期受天气影响，才出现了一
些病症。

7月连续降雨，不少洼地大量
积水，有些田地曾两天都没有消下
去水。而8月持续高温，地温上升，
部分花生出现烂根现象。辛大叔
说，他家的花生地算是地势比较好
的，花生还是出现了枯黄、掉果的
现象，那些洼地的花生产量好不到
哪里去。靠近水源地较近的田地，
农民已经开始浇水了。

莱阳作为烟台花生的主产区
之一，同样经历了7月涝8月旱，有
农户估计，花生的产量恐怕也将降
低。好在，上周五海阳和莱阳下了
一场及时雨，稍微缓解了这些地区
的旱情。

由于7月降水充足土壤涵水量
大，虽然8月高温蒸发较快，部分农作
物“喊渴”，但记者从烟台市水利局获
悉，烟台没有形成旱情，仅部分山区
有小旱情况。

烟台市农技站工作人员介绍，
花生进入饱果成熟期，防治叶斑病
和虫害的同时叶面追肥防早衰。这
个时期正好是夏玉米开花授粉期，
农民可以适当追花粒肥；对已经出
现旱象的地块要浇好灌浆水，防治
病虫害。

今明两天降雨

有助缓解旱情

28日，烟台要结束连续10天的大
晴天了。烟台气象台27日发布天气预
报，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预计28日
傍晚到29日中午，全市将有一次较为
明显的大风降雨天气过程。

预报显示，28日烟台市区及各县
市，天气多云，傍晚前后西北部地区
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内陆30℃；28

日夜间到29日白天，阴有中雨，局部
大雨，伴有雷电；29日上午降雨结束，
逐渐转多云，南风，29日早晨转北风，
5到6级，雷雨时阵风8级，气温在21℃
到26℃之间；29日夜间到30日白天，
多云，北风5到6级转3到4级，气温在
18℃到25℃。

另外，8月31日到9月6日期间，
无明显冷空气影响，烟台将持续晴
天。

气象专家吴树功认为，这次中等
强度的降雨过程，有助于缓解当前旱
情，但9月份降雨仍可能偏少，应该加
强田间后期管理。

本报记者 王晏坤

县市探访

气象预报

88月月降降水水量量不不如如77月月一一天天的的多多
气象专家：秋收秋种就看9月的降水量了

本报8月27日讯(记者 王
晏坤 ) 到8月27日，烟台已经
持续了10天的万里晴空，但在
这背后是农民朋友对降雨的渴
求。气象专家认为，伏旱已经对
农作物造成了危害。

此前，本报曾多次报道烟
台今夏气候异常的新闻，7月份
23天持续连阴雨对烟台的农业
种植、海产品养殖等造成了损
害。然而8月1日就像一条天气

分界线，天气骤然转变，在8月
份过去的27天里，只有2日、5

日、9日、17日有分布不均的降
雨出现，降雨大多集中在莱州、
莱阳、蓬莱等地。

根据气象部门的统计数据
显示，8月份4天的总降雨量不
超50mm，而7月10日当天全市
平均降水量已经超过了50mm，
7月份烟台总降水量超过了
400mm。

按照惯例，每年的6月1日
至9月30日为烟台的主汛期，也
就是在这3个月里烟台的降雨
较为集中，而今年的异常就是7

月份降雨过多。
“ 7月上旬汛期开始后，

中、下旬持续多雨，暴雨次数
及降水量之多为历史同期少
见。进入8月又转入了持续高
温少雨的反常状态，严重伏
旱对大秋作物造成的危害已

经显现。”2 7日，烟台气象专
家吴树功说。

吴树功称，从目前的大气
环流情况简单分析预计，接下
来的9月至11月降水也可能偏
少，其中9月的降水量是重要
的，关系到秋收秋种。

“当然，现在咱谈的还是伏
旱，是否秋旱还属于未知数，只
能说目前的旱情有持续的可
能。”吴树功说。

27日，在牟平区莒格庄镇杨家盘村山顶上的庄稼地，村民对不长个的玉米棒一脸无奈，背后是一片枯黄的玉米秆。
本报记者 钟建军 摄

一直靠天吃饭

一位村民告诉记者，山顶
上的地离水源较远，如果浇山
上的地，需要用4台机器加上60

节水管，才能将下方的水送到
山顶。既耗时又耗力，而且油钱
等成本很高，村民大都靠雨水
浇地。

今天情况特殊，7月份连下
多场大雨，而炎热的8月却滴水
不下，山顶上的许多庄稼旱死
了。

村民们希望当地政府出钱
在山顶上修建一座蓄水池，将
山下的水通过压力泵打到山顶
的蓄水池，这样能解决村民浇
地难的问题，否则只能“靠天吃
饭”。

花生已经不长了

村民鞠占琦骑着三轮摩托
车带着记者到了他们村的山
头。不光是地里的玉米、花生，
就连一些长了多年的树木，因
为干旱缺水，也已经死了。成片
枯黄的玉米地，看着就让人心
疼。

在一片花生地里，土地干
硬，鞠占琦从地里将花生拔出
来，他说：“以前个头很大，现在
死了，不长个了。”记者与他来到
另一片玉米地里，他试图将玉米
秸秆从地里拔出来，无奈地太
干，他尝试多次仍拔不出来。

他剥下一下玉米，剥开玉米
叶，记者看到里面的玉米棒很
小。

抢着先救果树

当天水库开闸放水，牟平
区莒格庄镇杨家盘村村民都在
忙活着抽水浇地。

村民石学芹说，“这些天太
阳太毒了，山上的庄稼都烤焦
了，就是老天这时候下雨，山顶
上的庄稼也活不过来了。”

“现在浇水能‘救’多少是
多少啊，主要还是保证苹果能
吃上水。”另外一位村民石超
说。

据了解，当地主要经济作
物为苹果，目前夏果正在成熟
期，有的已经开始采摘了。“再
干不能干着苹果，春天套了那
么多苹果袋不能前功尽弃啊。”
村民们说。

山山上上的的庄庄稼稼最最旱旱，，村村民民盼盼修修蓄蓄水水池池

本报记者 王晏坤
钟建军 李楠楠

记者走访中发
现，干旱最严重的
田地基本都在离水
源较远的山上。虽
然也有村民自己用
水泵往山上抽水，
可费用太高，实在
浇不起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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