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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日照照竹竹园园居居爱爱心心井井昨昨日日成成井井
井深210米，出水量每小时10立方

本报日照8月28日讯（记者 李清）
28日下午，日照岚山区安东卫街道竹

园村居委会的爱心井打到地下210米，正
式成井。打井人员测量出该井出水量为
每小时10立方左右，能满足该村1000多
口人的饮用。

28日下午5点，第70根钻杆被钻入
地下，此时钻头已经深入地下210米。
由于钻入了该地段地下岩石内的较大
水系，巨大的水柱在高压作用下喷涌
而出。来自山东省地矿工程勘察院的
张民学经理表示，已经到了最佳的打
井深度。

随后打井队员收集到了一铁锹地
下岩石碎屑，经过分析研究，发现这些
来自地下钻头处的石渣上有大量水流
痕迹，说明该地段正处于较大的岩石
断层水系。

下午5点半，为了进一步验证水
质，打井队员用矿泉水瓶收集了一瓶
水。此时，还混有大量泥沙的地下水呈
现乳白色。经过沉淀，打井队员都品尝
了一口井水，“是甜水没错，可以饮
用。”张民学说。在打井工作中，专业的
水质检测设备没法带到现场，张民学
和打井队员都是直接品尝来判断水源
情况。张民学说，多年的打井工作经验
可以用这种简单快速的方法判断水
质，他们经常要品尝这种混合泥沙的
地下水。

下午6点，打井队员先后取了两个
地方安置测量水位的装置，前后相距
20米左右。经过测量，目前水井的出水
量在每小时10立方左右。

张民学说，打井工作并未完全结
束，随后他还需要将测量的参数报给单
位，再选购水泵和管道。安置好水泵后还
需取水样化验水质和测量水位。“竹园居
的地下水都蕴藏在花岗岩缝隙内，这种
水质量很好。再有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就
可以得出水质的具体报告。”

我们村前的那条河叫孝河，河
水最深处不过两三米，河面最宽处
也不过一二百米，河水流经东、西孝
友村等6个村庄。别看小河不大，但
来头却不小，具有1800多年的历史
记载。

汉晋时期这里出了一位大孝子
王祥，王祥卧冰求鲤的故事被收入
到《二十四孝故事》中。因为这个典
故，名不见经传的小河流被后人称
为孝河。

我童年的美好时光就是在孝河
里度过的。孝河的上游有几处泉眼，
水质清凉、流水不断。夏天，我们在孝
河里游泳、戏水，在芦苇荡里摸鸟蛋，
在莲藕丛中采莲子……冬天，十里孝
河如一条玉带铺垫在地面上，我们在
上面滑冰……

孝河四季皆景。初春的孝河两
岸，杨树、柳树林立，倔强的嫩芽拱
开皮质，透出嫩绿气质，三五成群的
鸭子悠然自得。夏季，荡舟于河中，
时而有不甘寂寞的鱼儿从水中跃
起，落水时溅起朵朵水花。秋季莲藕
收获的时节，采藕人泛舟河上，穿着
防水衣踩着脚下的淤泥，肥、嫩、脆、
甜的莲藕挖出后很快被客商抢购一
空。冬日，孝河上下冰封如玉。

近年来，由于人为的破坏，上游
的泉眼不见了踪影，孝河水质不如从
前那么清澈了，沿河村民肆意倾倒渣
土垃圾，孝河水面不断瘦身，引发人
们担忧。眼下，开发保护孝河的建议
提上了议事日程，沿河居民期盼着孝
河能早日焕然一新。

临沂 王伟勋

28日，在日照竹园居打
井的队员已在此工作六天。
为了照顾打井队员的伙食，
竹园村居委会安排专人为
打井队员提供晚饭，但由于
饮食习惯和沟通原因，打井
队员水土不服，有队员甚至
连续三天腹泻。

28日傍晚6点半，打井
队员正在安装装置测量水
量。村民周立儒已做好了热
气腾腾的饭菜，并为队员们
摆起简易饭桌，此外他还为
队员们端来一大锅熬好的
稀饭。

村民走后，队员赵士振
又支起锅，用重油炒了一
锅豆角炒肉。明明有饭菜
怎么还做饭呢？队员们说
起 这 个 话 题 有 些 不 好 意
思。队员们说，连日来村民
每晚都热情地送来好饭好
菜，但是由于日照地区多
吃海味，口味清淡。他们劳
累一天需要重油补给，口
味也重很多，因此还要偷偷
加个菜。

张经理说，日照市岚山
区的方言他是头一次听，开
始来这里的时候都是听一半

蒙一半。几天下来虽然有改
观，但交流起来困难还是很
大，队员们见了当地村民，点
头微笑成了常用的打招呼
方式。

打井队员赵士振说，他
们都是济南人，主食喜欢吃
馒头。平时由于工作场所多
在野外，炒菜吃上馒头已经
很幸福了。“我们经常在山
上打井，没水没电的日子过
了不少。工作环境艰苦是家
常便饭，工友们都会做饭，
这样才能轮流做饭吃。”

本报记者 李清

千年孝河盼重生

干活太累需要油水，海味清淡不合胃口

打打井井队队员员夜夜里里偷偷偷偷““加加菜菜””

我家门口那条河

28日，打完井后，队员们在测量爱心井的出水量。本报记者 李清 摄

打井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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