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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用水难题，济宁市邹东水文地质调查成果移交

田黄镇2万多百姓用水不再犯愁
文/图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于伟

邹城市东部山区，因岩浆岩发育，长期存在用水难题。4月21日，随着邹东水文地质调查与田黄镇示范项
目成果移交仪式的举行，这一现状将得到根本改变。此次成果移交，以田黄镇为示范点，历时10个月地质勘
测施工，实现了田黄镇村村有井，更为重要的形成了花岗岩贫水山区找水新模式，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力。

51眼水井完成施工
用水、灌溉两不误

在邹城市田庄镇白龙池村，
一处井眼已施工完毕，随着施工
人员现场操作设备，井水瞬间喷
涌而出，引来围观村民的喝彩。

“原来挑水吃，后来通了自
来水，但水源不稳定，后来几乎
家家又打了水井，生活用水基
本够了，至于种地，那就是靠天
吃饭。”当地村民纷纷表示，现

在打好了井眼，不仅解决了吃
水难题，还能解决灌溉问题，发
展经济。

据悉，田黄镇位于邹城市东
部贫水地区的中心地带，该地区
岩浆岩发育，百姓用水多为浅层
风化裂隙水，水质、水量无法得
到保障，长期存在用水、找水难
题。为此，济宁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积极实施水文地质调查与
示范找水示范工程项目，以田黄
镇为示范点，结合乡村振兴工作
为缺水村庄圈定了102处富水靶

区，施工完成51眼水文地质探采
结合孔，从源头解决了找水、用
水的难题，为实现东部贫水地区
科学找水、科学定井、科学施工
提供了典范。

“通过此次勘察施工，先
期打出了51眼水井，切实保障
了群众的用水问题，下一步还
将抓好相关配套设施建设，从
此来更好提升群众生活质量，
产生更好的经济效益。”邹城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王
永文说。

勘测历时10个月
形成贫水山区找水新模式

据了解，邹东水文地质调查

项目经过10个多月的精心组织

实施，取得了贫水区找水的重大

突破，形成了花岗岩贫水山区找

水新模式，实现了田黄镇村村有

井，解决了当地2万余名百姓用

水和1 . 5万亩农田灌溉问题，为

助力乡村振兴提供了高质量的

地质方案。

“由于岩浆岩比较坚硬，渗

透性差，不容易存水，一些水源

就存在了裂隙带、断裂带中，而

老百姓打的水井，都是浅层水

源，水源不稳定，加上污水渗

透，水质也难以保证。”作为该

项目负责人，山东省鲁南地质

工程勘察院环境水文处部门副

主任王琳琳介绍，他们团队前

后历时近一年，不仅成功找水

打井，还发现了富水地段，为该

地区长期用水提供了保障，也

为类似地区找水形成了模式。

济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党组成员马敬杰表示，邹东

水文地质调查与田黄镇示范

项目成果移交地方，标志着全

市地质工作取得重大阶段性

成果，并要以此为契机，加快

成果转化应用，夯实地质公益

工作助力新旧动能转换、乡村

振兴的根基，为全市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地质

保障。

活动

现场。

成功打出水井。

村民家门口就业
一月能挣2000多元

“蛋壳破损的，或者是蛋壳
上有明显黑色的都不能要。”日
前，在位于梁山县小路口镇的
水泊梁山食品包装车间，今年

50岁的张守龙正熟练地包装着
鸭蛋。

张守龙是附近梁赵村人，也
是建档立卡贫困户。从建厂起，
他就在这打工了。“已经在这干
了6年，一开始是40多块钱一天，
现在一天能挣到80块钱。”张守
龙说，做梦也没想到这个年纪在

家门口还当上了“工人”。他说，
不光在这挣到了工资，也学到了
一定的技术，有新人来时，自己
就帮忙培训新人。

在偌大的车间内，跟张守龙
一样，在这打工的有20多人。“既
能照顾家里，也不耽误农忙时干
地里的活。”村民们纷纷表示，最

多的时候有80多人在这打工。
“只要是想来打工的村民，

我都热烈欢迎，特别是家庭条件
不好的。”公司负责人王成允告
诉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自
己从小在黄河滩区一个农村家
庭长大，与同龄人一样，也曾经
历过生活的磨难。

随着创业成功，王成允回
报家乡的情结越来越浓，为了
帮助那些身处困境的乡亲过上
好日子，创办企业以来，他把带
领家乡人脱贫致富当成一种责
任。

2013年，王成允在老家小路
口镇成立梁山县水泊梁山食品
公司，主要生产加工“忠义牌”松
花蛋、咸鸭蛋。在工人招聘上，他
把一批县城来的蛋制品加工熟
练工拒之门外，主动与镇政府沟
通，以平均每月2000元的工资标
准，在全镇招聘了贫困户劳动力
200余人。

张守龙便是其中最早进厂
的一批人。刚开始时，因业务不
熟造成了一大批残次品。通过学
习培训，张守龙和同事们慢慢成
了技术娴熟的熟练工。根据公司
发展现状，王成允还在门岗、伙
房、锅炉、园艺等方面增设了十
几个岗位，尽可能地安置更多来
公司打工的人。

村里建起养鸭基地
每只鸭苗补贴2元

为了帮助家乡的群众转变
思想观念，通过发展现代化养殖
业走上共同富裕之路，王成允积
极探索“公司+基地+贫困户”的
经营模式。“我们在村里扶持建
设养鸭基地，全程提供技术指
导，每只鸭苗补贴2元钱，鸭蛋由
公司按照保护价回收加工，养殖
户盈利后返还公司建棚投资。”

“一开始，村民们都很犹
豫。”为了调动大伙积极性，打消
他们的顾虑，王成允自己出钱租
车，带领村里的群众代表到外地
实地参观考察。功夫不负有心
人，2014年王成允投资500万元
在小路口镇梁赵村建立了蛋鸭
养殖基地.并帮助戴景刚等60户
村民每户养殖蛋鸭3000余只，

“在鸭子产蛋期，每天的收入都
在500元以上。”说起收益，戴景
刚仍难掩兴奋之情。”短短几年
时间，带动梁山、东平等周边养
殖户千余户。

王成允说，下一步，公司计划
投资1 .2亿元实施二期扩建工程，
新建生产车间5000平方米，新上蛋
制品全自动加工线一条，吸纳更
多群众就业，带动更多百姓致富。

小小咸鸭蛋铺就增收致富路
保护价收购，黄河滩区的这个小镇村民搞养殖旱涝保收

文/图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李从伟 康岩

王 成 允 带

动 一 方 百

姓致富。

梁山县小路口镇位于黄河滩区，受地理环境等因素制约，当地村民大多从事传统农业种植，种植结构
单一，增产增收较困难。如今，村民们纷纷走进鸭蛋加工车间，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同时，也带动周边村民
发展蛋鸭养殖，公司实现保护价收购，让养殖户“旱涝保收”。一枚小鸭蛋，带动村民们走上增收致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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