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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日上午，记者来到罗庄

区沂堂镇兴路口村，在该村的

麦田里，只有四五户村民正忙

着抽水给小麦“解渴”。走进麦

田，记者立即感受到土地的干

硬，麦苗下面的土地也已经出

现明显的裂纹。

46 岁的王善付是兴路

口村人，他今年种了 4 亩小

麦，9 日一大早，他就和妻子

开着手扶拖拉机到麦田旁
的机井里抽水浇地。“快三

个月不下雨，麦子已经旱得

不行了，再不浇水，明年麦

子会大面积减产。”

据王善付介绍，前一段

时间，他和妻子已经浇了一

次水。本以为天会下雨，没

想到雨迟迟没有下下来，地

里的麦子又开始“渴”了。

“现在浇地也缺水，再不下
雨，今年的小麦就瞎了，我

前段时间已经浇了一次，但

是天气太旱了，只能再浇一

次。”王善付告诉记者。

然而，说起为麦子浇

水，王善付也透露出些许无

奈，“就算浇完这一次，天不
下雨的话，还是白浇。”据了

解，由于近三个月，没有下雨，

很多土地严重干旱，简单地浇

一遍水，对于干了三个月的土

地来说，几乎没有作用，而最

近临沂的气温比较高，温度偏

高造成农田土壤失水快，促

使了旱情快速发展。

浇了两次水，小麦还是不“解渴”

除此之外，王善付向记

者透露，很多村民对于浇地

并不积极。“两次浇水，但自

己都不敢使劲浇，浇足水的

成本太高。很多人的积极性

都不高，有的人只浇了一

遍，地皮湿了，小麦不死秧

就行。也有的人甚至不浇

水，等着下雨。”王善付说。

“种小麦的效益太

低，再花钱浇水，很多人
没有积极性。”王善付给

记者算了一笔账，一亩麦

子的产量在八百斤左右，

按照目前的价格可卖八百

元左右。但是小麦种植的

成本非常高，种子、化

肥、农药等成本近 400 元，

扣掉国家补贴 80 元，也就
剩个 400 多元钱。但是如果

像今年这样要浇上几次

水，连 400 元钱也剩不下。

“现在柴油 6 块多，粗略

地浇一遍，一亩地浇水的成

本也要 30 元左右，四亩地就
得 120 元以上。农资价格也

在上涨，如果可劲的让麦子

‘喝饱’，或者农药打得多

了，还有可能投入越大，收

入越低。”王善付说。

在兴路口村，像王善

付一样，不少村民都在算

这个帐，因为小麦的收益

低，不少村民浇水的积极

性有点受挫。王善付告诉

记者，“种地不赚钱”的

说法几乎成为他们的共

识，种粮成了农民的“副

业”。

浇水成本高，农民没有积极性

“之所以还种麦子，是

把地闲置了可惜。年轻人都

出去打工，现在种地的多是

年纪大的人。”王善付说。

王善付的话，在沂堂

镇前台井村村民张跃芹口

里得到了验证。张跃芹

说，在罗庄干装卸，每天

至少挣个七八十元，忙上

大半年种麦子，不如出去

打十天工。

张跃芹告诉记者，连

续三个月不下雨，地里的

麦子有的已经干枯了。

“小麦减产是肯定的，所

以，很多人觉得，不如出

去打工挣点钱补贴家用，

单纯依靠种地，肯定不够

吃的。现在哪有人还指望

种地生活，一亩地收的麦

子纯利润也不到一千块

钱。”张跃芹说。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

到，不少村民的想法和王善

付、张跃芹一致，由于天气

干旱，而抗旱的成本又太

高，大部分村民遭遇抗旱成

本高的尴尬，不少村民无奈

之下选择等雨。“有条件浇

水的浇一遍，然后等着天下

雨。”张跃芹说。

文/片 本报记者 周

广聪 马峰

种地收益低，年轻人纷纷打工赚钱

近三个月没有下雨，临沂的旱情越来越严重。目前，临沂市小麦受旱面积已增至 508 万亩。

9 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考虑到种小麦的收益低、灌溉成本高等因素，很多村民对抗旱

缺少积极性。甚至有村民认为，忙上大半年种麦子，不如出去打工十天的收益高。

辛辛苦苦种得庄稼，遇到大旱了，农民为啥不积极去浇地保苗呢？对此，市农委和市防汛

抗旱指挥部的专家，都表示确实是抗旱的成本太高所致。

市农委的杨卫波说，浇一亩小麦，费半天工夫不说，投入的成本就得接近 100 元，而一亩

小麦丰收后，农民的纯利润可能只有 300 多元。

由于干旱天气持续时间长，可能这一亩小麦浇一遍水根本不行，要浇两遍，甚至三遍，如

此下来，农民觉得不值也是情理之中的。 (张纪珍 刘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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