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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出招应对缺水

黄黄河河水水长长江江水水
都都来来应应急急

■“胶”旱·攻坚战

面对旱情，各地纷纷出招打响抗旱保供水攻坚战。烟台市政府部门已经三次应急
调水1 . 5亿立方米，有效保障了居民用水，降低了干旱损失。威海逐步建立水权交易制
度，允许将节余水量转让交易。而在部分地区，为确保农业生产，农民打井“自救”。

本报记者 柳斌 陶相银
李晓东 韩杰杰 朱洪蕾

确保生活用水
呼吁市民节水

6月1日起，威海将进入汛期，降水
量会逐渐增多。预计今年汛期的降水
量将接近常年，今年将有1到2个台风，
影响胶东半岛及邻近海域。统计数据
显示，威海6月至8月的降水量平均能
占到全年的六成左右，而暴雨则集中
出现在7月、8月和9月上旬。

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烟台汛期
降水接近常年略偏少，夏季气温可能
较常年略高。从近期看，目前烟台正值
春夏交替季节，降雨少、气温高，发生
大范围降雨的可能性较低，旱情可能
进一步加剧，甚至可能发生春夏连旱。

针对可能发生的连续干旱，胶东多
地政府及水利部门也做了充足准备。

烟台水利部门加强与水文、气象
等部门会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动态
跟踪旱情。同时，组织、协调各级农业、
林业等部门，及时派出技术人员和专
家，到田间地头指导群众及时加强田
间管理，做好病虫灾害防治。引导农民
及时调整种植结构，降低干旱损失。

烟台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主任
肖模田说，政府优先确保城乡生活用
水、重点工矿企业用水等，发挥水资源
最大效益。

节约用水，人人有责。水利部门呼
吁广大市民发挥爱水、惜水的优良传
统，进一步提高节水意识，尽可能节约
利用好每一滴淡水资源，为更多人免
受干旱之苦尽一份力。

多地应急调水
加强水利设施建设

记者从山东省南水北调工程建设
管理局获悉，截至6月1日上午8点，南
水北调东线一期山东段2016—2017
年度累计向胶东四市调引江水量
4 . 82亿立方米。自2013年通水以来，
东线工程累计向山东省胶东半岛调水
8 . 83亿立方米，特别是自2016年3月
以来持续调水450天，有效保障了胶
东四市的供水安全。据了解，南水北调
东线一期山东段工程自通水以来，截
至2017年5月18日，累计调入山东境
内水量约19 . 9亿立方米，大大缓解了
山东水资源短缺矛盾。

从2015年开始，烟台海阳、莱阳
等县域城市紧急启动了区域内水系联
网和从区域外调水等措施，以缓解城
市供水水源短缺状况。

近两年，潍坊城市供水主要依赖
引黄引江客水。2014年至今，潍坊调引
黄河水、长江水累计5 . 7亿立方米，有
效保证了用水安全。自2015年12月22
日启动胶东调水以来，威海已累计调
引黄河水、长江水1亿多立方米。

此外，多地加强水利设施建设，加
大引水力度。

潍坊积极推动黄水东调应急工程

潍坊段的建设，该工程可将引黄济青工
程受输水规模所限无法多引的黄河水
改由东营境内取水，有效解决目前引黄
济青中间段供水能力不足的问题。

烟台市先后建成了胶东地区引黄
调水干线工程、南水北调配套工程、永
福园地下水库后备水源地等一批战略
性的供水水源工程，对28座大中型病
险水库、800多座小型病险水库实施
了除险加固。海阳市投资1亿多元，实
施了建新、石砚水库至才苑、南台水库
水系连通工程；招远、莱州、龙口加快
了中水回用工程建设，建成后可利用
中水5万吨/日。

“正因为有了这些骨干的水利工
程，烟台至今没有出现像1988-1990
年和1998-2001年两次连续干旱期间
那样严重的供水危机，近几年我们的
粮食产量一直保持着连增态势，工农
业生产和社会发展也一直处于良好状
态。”肖模田介绍说。

另外，威海市水利局累计投入4亿
多元的水利工程在不断建设，保障饮
水安全的各项工程在加快推进。今年，
威海市建设一批投资少、见效快的小
型水利工程，组织修复老化失修的蓄
水、提水设施，用于抗旱急需。

严打偷水非法打井
奖励农业节水

开源的同时也在节流。
烟台进一步加强了对洗浴、洗车

以及高耗水工业企业的用水管理，实
行总量控制与定额用水管理，加大对
非法打井、偷水、盗水以及不按计划用
水造成严重浪费等行为的查处力度，
鼓励企业积极推进中水回用和海水利
用，不断提高水的重复利用率。

面对旱情，潍坊全市76个集中供
水厂逐一制定了供水应急预案。相关
部门多次动员全民参与节水行动，并
在农业、工业、居民生活三大领域实施
多项节水行动。威海市区的42家用水
大企业均制定了节水措施，目前的节
水率已达30%以上，市区的用水量也
因此下降10%。

在保障居民用水的情况下，农业
抗旱是重中之重。威海加快农田水利
项目建设，推广高效节水和水肥一体
化新技术，2017年计划新发展高效节
水灌溉面积22 . 5万亩，发展水肥一体
化面积8万亩。以文登的一家农业生态
园为例，这里的高效节水灌溉技术与
传统的土渠输水和大水漫灌相比，每
一亩地能节约三分之二的水量。

为了节约用水，提高用水效率，烟
台水利部门在全市农村大力推广应用
微灌、喷灌等高效节水新技术、新工
艺，因地制宜建设沿海葡萄基地、丘陵
优质果业、平原粮田菜田等节水灌溉
网络，有效发挥了高效节水灌溉区的
示范带动作用，农业节水效果明显。

5月份，威海以荣成市为试点，推
行分类水价或分档水价。威海因地制
宜分配农业初始水权，逐步建立水权
交易制度，允许将节余水量转让交易。
同时，还将建立农业节水奖补机制。

烟台沁水河干涸，村民在河边打井浇田。 本报记者 杜晓丹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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