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齐鲁晚报联合阿里天天正能量发起公益活动

为为千千眼眼““吃吃人人””废废井井戴戴““安安全全帽帽””

本报济南4月5日讯（记者
王建伟） 近日，淄博深夜营
救两岁坠井男童浩浩一事引
发舆论强烈关注。为减少坠
井事件发生，即日起，齐鲁晚
报将联合阿里巴巴天天正能
量，发起“给废旧机井戴上

‘安全帽’”活动，购置一批井
盖、防护栏，给上千眼枯井加
装安全装置。

3日深夜，淄博张店两岁
男孩浩浩不慎坠入枯井，几
百人不眠不休进行营救，终
于在4日凌晨3点，帮助小浩
浩成功升井。成功救援获众
多点赞的同时，也再次引发
社会对于“吃人”废旧机井的
广泛关注。据统计，仅2013年
至今，山东有媒体公开报道
的坠井事件就多达3 5起。其
中有七起坠井事件中发生人
员死亡的情况。山东省每年
有数万眼机井报废，在不少

村落，机井缺乏统一的管理，
安全形势不容乐观。

浩浩被救的过程堪称一场
与死神展开的赛跑，但是，我们
在为浩浩的家人感到庆幸的同
时，更应该思考如何避免类似
悲剧的发生。即日起，齐鲁晚报
联合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发
起“给废旧机井戴上‘安全帽’”
活动。我们将购置一批井盖、防
护栏，给上千眼枯井加装安全
装置。如果您身边也有类似张
着“吃人”大口的危险废井，请

您联系我们。与此同时，我们也
期待更多的爱心企业加入到活
动中，共同为那些生活在枯井
附近的老人、孩子搭建起安全
屏障，一起守护更多人的生命
安全。

据悉，天天正能量是阿里
巴巴专门成立的一个以传播
正能量、弘扬真善美为宗旨
的公益项目，倡导大家守望
相助，传递爱与善良。该公益
项目组已联合齐鲁晚报策划
发起过关爱志愿者、君子观

水、江河卫士等多项大型公
益项目。

联系方式：您可以登录齐
鲁晚报官方客户端齐鲁壹点
APP，在“情报站”提供线索，也
可 以 拨 打 齐 鲁 晚 报 报 料 电
话———（0531）96706。

浩浩浩浩能能吃吃饭饭了了，，睡睡觉觉也也没没问问题题了了
目前恢复良好,这两天就能出院

本报淄博4月5日讯（记
者 樊舒瑜 刘川三） 5
日下午两点半左右，齐鲁晚
报记者再次看到浩浩时，浩
浩正在母亲的陪护下在淄
博市中心医院的走廊上玩
耍，他已经能和记者进行简
单交流。浩浩的妈妈介绍，

“今天孩子的精神状态好多
了，能吃下饭了，睡觉也没
什么问题了。”她说，医生给
浩浩做了全面的检查，孩子
身体没有什么问题，再观察
一两天，差不多后天就可以
出院了。

在医院，经过长时间的
接触，浩浩已经和记者熟悉
了，还拿着小玩具和记者逗
笑，这时，浩浩的爸爸从走廊
的另一侧走过来，他笑着对
浩浩说：“你不是昨天还谁也
不找吗？今天知道和阿姨玩
啦？”浩浩在一旁一边把玩着
小玩具，一边用水汪汪的大
眼睛看着大家，虽然他的手
上还扎着营养针，但可以看
出，他的精神状态不错，还会
不时发出咯咯的笑声。

“看到孩子没什么问题，
心里的石头自然就落下了，
现在家里人都盼着孩子赶紧
出院呢。”谈起浩浩3日晚上
坠井的经历，浩浩的爸爸仍
觉得像一场噩梦，他说，孩子
没事就好，这已经是不幸中
的万幸了。

记 者 了 解 到 ，5 日 一
早，十几名救助过浩浩的
消防员以及爱心人士来看
望过浩浩，“浩浩虽然不太
会表达，但似乎还记着这
些帮助过他的人。”浩浩的
家人告诉记者。“非常感谢
你们这些好心人，我会把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录
孩子坠井事件的报道留下
来，等孩子长大了，我会告
诉孩子曾经的经历，告诉
他自己是多么幸运，拥有
这么多人的关爱，我们会
将这份爱传递下去。”浩浩
的妈妈说。

淄博市中心医院的医
生介绍说，浩浩目前的身体
状况不错而且意识清醒，孩
子的精神状况比刚入院时
平稳了很多，性格也开朗了
许多，能和护士进行简单的
交流了，再观察上一两天的
时间，确定没什么问题就可
以出院了。

本报记者 朱洪蕾 赵念东
薛瑞 通讯员 董民

机井建设
部门众多

记者了解到，目前从事机
井建造的部门众多，包括水利
部门、农业部门、发改委、国土
部门等，但这些部门大多是负
责打井，打井之后的安全监管
工作，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记者查询相关规定发现，在山
东没有针对废弃机井如何管理
的专门规定，也没有与废弃机
井有关的政策，各级部门没有
对废弃机井做出相关规定。

虽然缺乏相关规定，但是
根据2013年山东省政府签发的

《山东省农田水利管理办法》，
当地政府在机井管理上负有
责任。办法第二十三条规定，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水行
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监督管
理，建立健全执法巡查制度和
违法行为举报制度，及时发现
和纠正农田水利工作中的违
法行为，保障农田水利工程建
设质量和工程正常运行。第二
十七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
对农田水利工作的考核，建立
和完善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及
运行维护奖惩机制。

这也意味着，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及其水行政主管部门是
灌溉机井的主要管理者，按照

“谁管理谁负责”的原则，对于
灌溉用的废弃机井，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及其水行政主管部门
应为主要责任人。不过，尽管有
部分法规规定了政府是主要管
理者，但是仍缺乏对于废弃机
井发生安全事故的责任认定和
责任追究的专门规定。而且，对
于如何处理这些废弃的机井，
从人大到政府，都缺乏相关的
规定来认定如何管理，目前，更
多的是靠各地政府的自觉。

分类型开展隐患治理
留存影像资料备查

一些地市的做法值得肯
定。比如，肥城近来加强了对于
废旧机井的集中排查。

2017年2月底，肥城市就已
下发《关于加强农村小型水利
设施安全防护的通知》，针对水
利设施建设重建轻管等问题，
全面开展农村小型水利设施安
全整治工作。

肥城市水利局工作人员介
绍，整治工作从3月持续到5月
中旬，分为隐患排查、隐患治
理、验收评估阶段。“各镇街隐
患排查进度不同，目前都在进
行中，最终汇总整理后，逐项开
展隐患治理。”

据了解，根据隐患类别，隐
患治理也将分类开展，制定不

同治理举措。对已经废弃、确没
有使用价值的机井、塘坝、蓄水
池、大口井等农田水利设施，产
权单位（人）对其进行回填、拆
除等工作。按照有关标准，安装
安全防护设施，设置醒目的警
示牌、安全宣传标语等。对于比
较深、确实无法填埋的机井，采
取封盖井口等措施。

对于正在运行的农田水利
设施，必须安装安全防护设施，
设立防护栏，设置醒目的警示
牌、安全宣传标语等。尤其是道
路、村庄、学校附近的机井、塘
坝、蓄水池、大口井要重点加强
安全防护。

对在建、没有做安全规划
设计的水利工程，相关建设单
位（人）要修改规划，增加安全
设施建设内容；新建的水利工
程，要做到安全设施与项目工
程同时规划、同时施工、同时验
收，确保不出安全隐患。整治过
程中，要保留影像资料备查。整
治完成后，还要建立定期维护、
巡查制度。

将机井纳入统一管理
每眼井都设立警示牌

此外，菏泽定陶的做法也
值得借鉴。5日，齐鲁晚报记者
从菏泽定陶区水务局获悉，为
确保农田水利设施长久发挥效
益，该局推进农田水利设施产
权制度改革和创新运行管护机

制，于2011年成立了定陶润田灌
溉服务中心，按照公司化经营、
企业化运作管理模式，采取“服
务中心”+服务站+农户的运作
方式，明确产权责任制，将建成
后的农田机井、泵站等农田水
利设施全部交付该服务中心实
行统一管护、统一运行管理。

“服务中心”下辖财务科、
办公室、灌溉服务、维修设备供
应站等科室，以灌区为单元下设
基层服务站，服务站下设维修应
急分队和村级管理员，由村级管
理员具体负责农田水利设施的
管理，每眼井都设立警示牌和公
示牌，实现责任到人，管理到位。
制订了《润田灌溉服务中心章
程》和《润田灌溉服务中心管理
办法》，建立了方便快捷的工作
流程，并与用户签订了用水协
议，村村有管理制度公示牌，户
户有明白纸，实行一户一卡一证

（联系卡、取水证）式服务。
“凡是纳入‘服务中心’统

一管理的农田机井，皆实施封
口覆盖，通过管道直接将灌溉
水输送到村民的田间地头。”定
陶区水务局相关负责人王崇坤
称，目前，全区已有四分之一的
灌溉区被纳入该“服务中心”统
一管理。目前从事机井建造的
部门比较多，其中就包括水利、
农业、国土等多个部门，而对于
未纳入其中的农田机井，目前
还是采取“谁受益，谁管理”的
管理方式。

废废旧旧机机井井如如何何管管缺缺乏乏专专门门规规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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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童不小心坠入机井
的事故并不是第一次发
生，但到目前为止，不管是
国家还是省内，都缺乏对
废弃机井管理的相关政策
规定。不过，记者近日经过
探访也发现，我省一些城
市关于废旧机井的管理方
法值得借鉴和推广。

嘉祥县嘉祥镇陈庄村,

有些机井被村民用砖砌了起

来。

本报记者 李岩松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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