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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点

“赤日炎炎，天不下雨，渠里有水，灌溉

有保障⋯⋯”8 月 8 日上午 9 时许，马屿镇丁

凤翻水站旁，村民陈老伯告诉记者。

丁凤翻水站位于曹村港新河上，而曹村

港新河流经近 10 个村庄，流域内有 8000 多

亩农田。由于连日晴热少雨，河流上游的许

多山泉快干涸了，山边田地出现不同程度的

旱情。

据翻水站管理员龚得清介绍，因连续高

温少雨，翻水站已经开工 60 多天了，尤其是

“苏力”台风过后，翻水站更是日夜开工，每

天将七八万方河水补充到上游，缓解上游河

道、农田干涸的局面。

记者现场看到，水闸正处于全面开工状

态：机房内机器轰鸣，4台水泵开足马力，带动

皮带飞快转动；机房外的 4 根水管插入河道，

源源不断地抽出河水，送往河岸边的沟渠。

站在田间地头远远望去，一片绿油油的

水稻在风中起舞，泥土透着湿气，不少农民

正冒着高温抽水灌溉。与之形成鲜明对比

的是，田埂上一些泥土遭到连日曝晒，已经

结块，用脚一踩便飘起一阵尘土。

马屿镇天井垟是该镇粮食主产区，也是

省级粮食功能区，是今年旱情最为突出的地

区之一。目前，部分赵山渡水库水源通过马

屿上安出水口和曹村退水口，每天为天井垟

的 5 万亩农田供水 23 万立方米。

高温“烤”验 合力抗旱
我市启动轻度干旱应急响应，部分镇街积极出招缓解水荒

高温的面目，从来没有像今年夏天如此狰狞，市气象局连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持续高温晴热，导致我市部分镇街无水可吃、无水可用，农田喊“渴”。
截至昨日，我市需要解决饮用水困难的群众约1.2万人，农作物受旱面积达26862亩。面对旱情，各镇街、部门采取调水、引水、送水等措施，缓解农业旱情和

饮水困难群众的生活用水问题。目前，我市已投入抗旱资金280多万元，出动抗旱成千上万人次。

■记者 林长凯 陈成成 金汝 通讯员 陈政琳 杨榕

7 月 13 日第 7 号台风“苏力”后，

持续的高温干旱天气，致使我市山

区水库山塘、平原河网水位急剧下

降，蓄水量锐减，给马屿、陶山、湖

岭、高楼等镇街的生活用水与农业

生产带来较大困难。

8 月 1 日 15 时，市防汛防旱指

挥部启动轻度干旱应急响应。

据统计，今年 1 至 7 月，我市降

雨量为 893.7 毫米，比常年同期偏

少 16%左右，其中 7 月份降雨量仅

38.3 毫 米 ，比 常 年 同 期 偏 少 75% 。

截至昨日，全市 26 座小（二）型以上

水库平均蓄水率仅为 45.1%，其中

多座小（二）型水库（大南水库、泛

浦、上岙、许岙）已近干涸；中型林

溪水库蓄水量 337 万方，仅占正常

蓄水量的 49.1%。我市需要解决饮

用水困难的群众约 1.2 万人，农作

物受旱面积达 26862 亩。

受副热带高压控制，近期我市

天气仍以晴热为主，气温比常年有

所偏高，蒸发量大。同时，我市部

分农田无水源保障，如高楼、湖岭

等地的一些山边田根本没有水源

保障，容易出现旱情。另外，部分

灌溉输水设施陈旧、损坏或缺乏等

因素造成提水难，致使旱情进一步

蔓延。

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常务

副主任张松策介绍，根据气象部门

预测，接下来一周左右，我市还将持

续高温晴热天气，旱情可能进一步

扩大。届时，预计马屿、高楼、陶山、

湖岭等地将有 2 万多人存在不同程

度的饮水困难，全市农作物受旱面

积将达 6 万余亩。

目前，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已下

发通知，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及有

关部门切实树立抗大旱的思想，研

究制订抗旱应急措施，积极采取有

效措施解决山区农村饮水困难，可

效仿部分镇街、村委会组织抗旱服

务队为饮水困难群众送水的做法，

保证群众有水喝。此外，要及时掌

握水动态，科学调水，以“先生活、

后生产，先节水、后调水，先活水、

后库水，先地表、后地下，保重点、

顾一般。”原则，重点保证城乡居民

生活用水，优先保证重点部门和重

要工业用水，合理安排一般工业、

农业和生态环境用水，加强对现有

水库水资源的统一管理供水调度

原则。

除 解 决 饮 用 水 及 农 田 灌 溉

外 ，我 市 还 加 快 水 利 工 程 建 设 步

伐，增加资金投入，尽快解决集镇

供水、农民饮用水仍未解决的村；

加 快 水 库 山 塘 修 复 ，抓 好 水 源 工

程 建 设 ，切 实 克 服 抗 旱 工 作 的 薄

弱环节。

打开龙头，白花花的自来水“哗哗”地从

消防车的出水管道倾泻而出，流进湖岭镇岩

头村村民的水桶里。日前，湖岭镇专职消防

队安排两辆消防车，每天载着近 10 吨清水到

村里，缓解村民的用水难问题。

岩头村位于岩头山麓，800 多名村民饮

水大多依靠山泉，而连续的高温天气导致部

分山泉断流，全村用水紧张。随着高温天气

的持续，该村的旱情越来越严重，甚至出现

无水可用。

据了解，该村断水已经有 20 多天了，村

民 平 时 从 周 边 的 下 街、陶 溪 等 村 庄 运 水 。

消 防 队 送 来 的 清 水 缓 解 了 村 民 的 燃 眉 之

急。“看到干净、卫生的自来水流入水桶，我

们心里很感动。”村民林大忠说，“这些水对

我们来说非常珍贵，缓解了我们的用水难

题。”

林朝阳说，现在有些村民会抽地下水作

为生活用水，村里还鼓励村民自发寻找水

源，抗旱自救。

在农田用水方面，湖岭镇彭埠、前大等

村的 3400 亩农田由于水库截流，再加上三

十三溪、三十四溪溪流疏浚整治而不能形

成自流灌溉，需要提水灌溉。另外，全镇还

有 5000 亩“靠天田”旱情日趋严重。目前，

湖岭镇已投入抗 旱 经 费 及 物 资 总 计 54 万

元。

树叶垂挂在枝头无精打采，干燥的泥土

被风一吹就尘土飞扬，因打水人过多，村中

唯一在用的老水井面临断水⋯⋯

岩头嘴村是高楼镇旱情比较严重的几

个村之一，饮用水主要来自山泉。但连日高

温使山泉逐渐干涸，全村的饮用水供给因此

停 止 。 烧 菜 做 饭 用 水 困 难 ，不 能 洗 澡、洗

碗⋯⋯全村陷入无水的困境。

“幸好村中还有一口老水井，常年有水

渗出，稍微缓解村民饮水问题。”岩头嘴村村

委会主任王瑞汉说，但老水井的水量有限，

对全村 650 多人来说，只能是杯水车薪。

为了能让更多人打到井水，解决生活急

需，村民们改变了“先到多得、后到少得”的

规则，每户尽可能少打一些水，尽量将井水

分配到各户村民。此外，他们还铲除了老水

井周边的杂草等。

事实上，去年底，该村就在溪流边打了一

口深近 9 米、直径约 3 米的圆形大水井，后来

由于资金问题，水井还没有完成水泥加固。

“我们检测过这新井里的水，水质符合

饮用水标准。”王瑞汉有些无奈地说，“不过

考虑到安全问题，大家都不敢去新水井取

水，否则饮水难的问题早就解决了。”

王瑞汉说，村里已向所在的凤祥社区申

请资金补助，希望尽快打好新井，社区表示

将尽快安排。

在高楼镇，塔石村等地的生活用水也非常

紧张。其中，塔石村的2000村民中有1700人

饮水困难，只能到附近村来回运水。在农田用

水方面，上泽村200亩、外垟湾村100亩、东源

村 1000 余亩需要提水灌溉，目前一些靠近飞

云江的村已采用潜水泵抽飞云江水灌溉农田。

全市旱情
1.2 万人

饮用水困难，
2.6 万亩

农作物受旱

湖岭镇岩头村 消防车送水为村民解“渴”

高楼镇岩头嘴村 保护老水井等待新水井

马屿镇丁凤村 翻水站提水为上游农作物“解渴”

消防车给岩头村村民送水 （网友 @五六年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