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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日照·重点

罕见冬旱
袭击日照
小麦、茶树、果树都喊渴

文/片 本报见习记者 侯健

格最新进展

近半受旱农田喝上“救命水”

日照抗旱取得初步成效

小麦：

浇一茬水没几天又旱了

25日上午，东港区河山镇

大暖帐村村民尚秀江和妻子

正在给自家的2亩麦田浇灌第

二遍水。尚秀江说，两个多月

不下雨让他家的麦子旱得一

点都不生长。5天前，村里的水

库开闸放水，他赶紧抢着浇上

一遍水，结果没两天麦田又旱

了。

“照这个情况看，确保来

年小麦丰收，还需要再浇上两

茬水。”尚秀江说，今年这样的

旱情，他还从来没见过，不浇

水，来年小麦几乎就绝产，浇

少了水，来年的收成就会大幅

降低。

“我们村的水库存有10万

立方水，如果节约着用基本上

能满足村里的灌溉需求。”大暖

帐村村支书马鸣告诉记者，他

们村共有900多亩农田，其中三

分之二种的是小麦。根据统一

部署，5天前开始开闸放水，目

前基本上一周左右放水一次，

暂时能缓解旱情。

与大暖帐村的麦田相比，

河山镇北2公里处的麦田、茶
园还在忍受着饥渴，许多农作

物都已出现大面积的枯黄。记

者在一处麦田往深处扒土，扒

了约十厘米才见到湿土。

茶树：

一些刚栽的茶树旱死

日照的茶园大部分集中在

岚山区巨峰镇和后村镇一带。

记者探访发现，大部分茶园已

经浇灌了一茬越冬水，只有少

部分茶园没有浇水，一些今年

刚栽种的茶树被旱死了。

在后村镇皂户沟一带的
万亩茶园，记者看到几乎所有

茶园的土地都是湿润的。

“我的2亩茶园已经浇过
两茬水了，不怕干旱。”皂户沟
村村民许言相说，这一带的茶
园紧靠着一个大水库，基本上

没受到干旱的威胁。

而在巨峰镇柳古庄一带，

大多数茶园则处于干旱状态，

许多今年刚栽种的茶树十分

矮小已经枯黄。

“这是附近最后的一摊水

了”，孙方森说，“我有一亩茶
园，现在才浇了不到一半，如

果没有水，另一半茶园越冬就

是问题了。”

离孙方森家茶园不足二十

米，孟庆英的茶园一滴水都没

有。“我的这一亩茶树都是今年

栽种的，现在旱得都不长了，很

多叶子已经枯黄。”孟庆英说，如

果不能及时浇上水，这一亩茶
树大部分会被冻死。

“我家也有一亩今年栽种

的茶树，因为浇不上水，我不
想给它做越冬防护了，反正不
是旱死就是冻死。”柳古庄一

位王姓村民说。

据巨峰镇一家茶厂老板

介绍，干旱对日照绿茶的影响

很大，茶树离不开水，不浇越

冬水，茶树越冬就成问题，很

容易死亡。今年，日照绿茶受

旱灾已经毋庸置疑，至于是否

影响到绿茶的价格，还要等来

年春茶上市才能知道。

果树：

干旱让明年果树减产

25日下午，在重旱区两城

镇东2 . 5公里一带的安门庄果
园区，果农王西梅正在路边卖

苹果。谈及今年的干旱，她愁

眉不展。“我从没见过这么大

的旱情，果树受影响很大，明

年开花成问题了。”

王西梅说，越冬前，果树

最少要浇一次越冬水，这样才
能保证果树安全越冬，并且不
影响来年的生长。但是，今年

持续的干旱，让周围没有了水

源，因此她到现在还没有给果
树浇越冬水。“明年果树开花

肯定不好，产量会大大降低。”

记者了解到，安门庄村共
有一百多亩果园，主要种植苹

果、梨，目前几乎所有的果园

都处于干旱状态。

本报11月25日讯(见习记

者 侯健) 日照市今年遭遇

了罕见的冬旱灾情，约98 . 9万

亩农作物受旱。记者今天获

悉，截至目前，日照抗旱取得
了初步成效，近一半受旱农田

浇上了“救命水”。

“当前水比油更珍贵”，日

照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相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发生旱情以

来，日照市加强了对各类蓄水

工程的管理，及时安排开闸放

水，一周来全市各类水利工程

共放水4000万立方米，为抗旱

保麦、保经济园林提供了水源

保障。并对水资源实行严格的
统一管理，实行大型水库和重

点中型水库放水审批制度，制

定科学的水量分配方案，为保

障抗旱用水和应对枯水年做

好准备。

从当前旱情和发展趋势

看，日照市抗旱工作面临的形

势仍十分严峻。未来一段时

间，日照仍无降雨过程，小雪

节气已过，气温将持续下降，

有效抗旱灌溉时间越来越少。

罕见冬旱袭击日照，近百万亩农作物期盼“救命水”。目前，日照

市的旱情发展如何？受旱农民如何抗旱自救？带着这些疑问，今天本
报记者走访了日照市一些重旱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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