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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旱魔·郑州在行动

备用水源充足，市民饮水无虞
面对旱情，近日不少市民担心居民饮水出

现困难。昨日下午，记者赶到尖岗和常庄两个
郑州备用水源地，获悉两个水库已存水变化
不大，郑州市民饮用水备用水源充足。

尖岗水库内的库存水并没有明显下降，常
庄水库内的水略显不足。常庄水库工管科栗玉
敏科长介绍，市民吃水问题现在绝对能够保证，
如果常庄水库水源出现危机，尖岗水库马上就
可以通过地下管道向常庄水库内调水，而尖岗
水库可从黄河抽调过来水。

晚报首席记者 徐富盈 实习生 赵雅丽

矿井排水成为“救命甘霖”
昨天在新密市抗旱浇麦现场，平时白白流

走的煤矿排水，目前已成为附近麦田的“救命
甘霖”，一些乡镇利用煤矿排水浇灌麦田，还省
去了机井提水浇灌的电费。目前，新密市正多
管齐下抗大旱，以确保人畜饮水和抗旱保苗。
煤矿排水成为“救命甘霖”

昨天上午，记者来到新密市岳村镇马沟
村，放眼望去，麦田里郁郁葱葱，少见枯黄干死
的麦苗。正在自家麦田里放水灌溉的一位村
民说，今年麦苗不旱死，他不感谢老天爷，却很
感激村里的马沟煤矿。从年前开始，矿里的排
水就成为马沟村南部麦田的灌溉水源。

“平时这些水都是白白流走的，现在全成
了金贵的东西。”一位马沟村民指着汩汩流出
清泉的水渠说，马沟煤矿未雨缪绸，提前把排
水通过管道送入灌溉水渠内，没想到，这些排
水还真派上了大用场。沿着水渠，不少麦田不
用采取任何措施，只需开挖一处豁口，就有清
水源源不断地顺着地势流进麦田。

一组数据显示，春节年前，新密市部分乡
镇群众已开始自发组织抗旱浇麦，据统计，至1
月31日，全市已累计投入抗旱人数5.5万人，投
入机井585眼，泵站45处，机动抗旱设备276台
套，机动运水车辆1500辆，投入资金328万元，
已浇麦11.09万亩。

在采访中，记者得知，一些机关干部甚至
自掏腰包，购买清水进入地势较高的山区，给
人畜送去甘甜的饮用水，给麦苗送去救命的灌
溉水。另据了解，2月6日，郑州市消防支队将
用消防车，为新密尖山深山区的村民们送上几
十车的救命水。

晚报记者 熊堰秋 通讯员 张宏涛 郭尚峰

惠济区：每亩浇水补贴5元
惠济区小麦播种面积3.6万亩，在这次抗旱

浇麦行动中，全区共投入资金65万元，投入劳动
力2.57万人，使用机井2300眼。截至目前，一遍
水已经浇完，二遍水也已浇9000亩。为了提升农
民浇水的积极性，惠济区政府对于浇水的麦田及
时进行补贴，每亩地浇水费用10元，政府补贴5
元。惠济区政府负责人表示，四五天内全区麦田将
普浇上二遍水。晚报记者 孙娟 实习生 尚祎杰

新郑：30余万亩小麦“解渴”
昨日上午，新郑市梨河镇黄桥村一片繁

忙，村民们纷纷走出家门进行小麦浇灌。据
悉，新郑市共调动700多台套灌溉机械，7支“抗
旱服务队”活跃在村头田间。截至2月5日，新
郑市累计投入抗旱资金 650 万元，开动机井
3890眼，抗旱机械7万多台次，日出动抗旱人力
1.2万人次，完成抗旱浇麦面积37.2万亩。

晚报记者 王军方 通讯员 张温良

中原区：2.15万亩麦田确保无忧
“三亩二分地晌午就浇完，机井这几天都

不停，麦地挨个浇。”昨日，中原区须水镇庙王
村村民王保平带着一对儿女，浇灌起自家的麦
地，该村 2000多亩麦田都已返青拔苗，而整个
中原区的2.15万亩麦田也可确保无忧。

晚报记者 汪永森 董洪刚 通讯员 孟建敏

荥阳：已浇麦田37.2万亩
昨日，记者在荥阳城区至乔楼镇楚堂村的

公路上，随处可以看到正在抗旱浇麦的劳动场
景。南张寨村村民李志恒说，他家的两亩多麦田
已经是第二次浇水了。据悉，荥阳市麦田总面积
46.3万亩，截至目前，该市市、乡两级财政共投入
抗旱资金300余万元，已浇麦田37.2万亩，浇过
两遍的 6.2 万亩，旱地引水扩浇 8000 亩。

晚报记者 姚辉常 通讯员 孙德林 孙国强

中牟：42万亩小麦都将喝饱水
截至 2月 5日，中牟县每天开动机井 1.1万

眼，出动劳动力 3.5 万人，灌溉农田 46.6 万多
亩，第一遍浇水面积 39万多亩，占麦播总面积
的93.3%，第二遍浇水将近14万亩，占麦田面积
的 30%以上，预计 2月 8日 42万亩小麦都能喝
饱水，为今年小麦丰产增收打下坚实基础。

晚报记者 龚一鸣 通讯员 朱星伟

巩义：投入抗旱资金300万元
去年巩义市秋播小麦面积32.84万亩，油菜

2.16万亩。目前，该市小麦受旱面积达16.38万
亩，其中严重干旱15万亩。2万余亩油菜几近绝
收。目前，政府投入抗旱资金300万元。截至昨
日下午5时，该市共抽调500余名市直机关干部
包镇，已累计浇麦 18.5万亩，其中浇二遍 1.2万
亩，新扩大浇地面积 0.5 万亩。累计中耕面积
37.5 万亩（含中耕二遍），农家肥覆盖保墒 5 万
亩。 晚报记者 周炜卿 通讯员 王江飞

据新华社电 去年入冬以来我国冬麦主产
区发生的严重旱情仍在持续发展，夏粮生产面
临着多年少有的极其严峻的挑战。党中央、国
务院高度重视当前旱情发展和抗旱工作。近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胡锦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
温家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

李克强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各级领导对此要
高度重视，组织动员一切力量，落实各项抗旱
措施，打好这场硬仗。要加大对旱情严重地
区抗旱工作的支持力度，增加抗旱投入，帮助
旱区克服困难，争取夏粮乃至全年粮食有个
好收成，为今年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打一
个好基础。

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
总理回良玉主持召开国务院专题会议，贯彻落
实中央领导同志批示精神，全面分析当前的旱
情、苗情和农业生产形势，对农业抗旱保苗及
森林草原防火等工作作出进一步安排部署，国
务院即日向 8个重旱区派出工作组，深入旱区
第一线，研究应对措施，帮助旱区解决实际问

题。同时，在中央财政已经紧急拨付 1亿元特
大抗旱补助资金的基础上，再次增加安排 3亿
元特大抗旱补助经费和农业生产救灾资金。
财政部表示，这笔资金将重点支持河南、河
北、山西、江苏、安徽、山东、江西、陕西、湖北、
湖南、重庆、四川、云南、甘肃、青海等 15 个省
（市）的抗旱工作。

昨日我市启动Ⅱ级抗旱应急响应
市财政把抗旱资金逐步增加到1000万元

昨日，记者从全市抗旱浇麦督导工作会议
上获悉，根据当前旱情，我市将当前Ⅲ级抗旱
应急响应提升到Ⅱ级。截至目前，我市共累计
投入抗旱资金3779.1万元，每天有近10万人投
入到抗旱一线。

据统计，目前全市小麦受害面积达182万

亩，占全市麦播面积的 68.3%，其中严重受旱
74.1万亩。目前，全市日均投入抗旱人数9.62
万人，开动机电井1.39万眼，开动泵站135处。
我市共累计投入抗旱资金3779.1万元，抗旱用
电2707.18万度，抗旱用油1413.09吨，累计完成
抗旱浇麦178.4万亩，其中浇一遍150多万亩，

浇两遍28万余亩，临时解决11.29万人、2.02万
头大牲畜吃水困难。

有关负责人称，目前全市有2000多亩麦田
出现点片枯死的现象。为此，市财政将把抗旱资
金投入从200万逐步增加到1000万，这笔救灾资
金也将随旱情随之增加。 晚报记者 孙娟

我省启动Ⅰ级抗旱应急响应
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昨日下午宣布将Ⅱ级

抗旱应急响应提升至Ⅰ级抗旱应急响应。
据介绍，我省受旱面积已占到小麦播种面

积的 56%，已进入特大干旱期。来自省防汛抗
旱指挥部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月 5日 16时
统计，全省投入抗旱资金 6.79 亿元，日投入抗
旱人数 243.5万人，日抗旱浇灌面积 428万亩，
已累计浇灌面积6417万亩次。

晚报见习记者 裴蕾

各地提前启动抗旱机具补贴
昨日，记者从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获悉，鉴

于当前抗旱浇麦任务紧急，各地可提前启动抗
旱机具补贴工作。省农机局已将 2009年度农
机购置补贴目录在“河南省农机信息网”上公
布，请及时上网查阅，按公布的排灌机具补贴
品种和补贴标准执行。 晚报见习记者 裴蕾

晚报记者晚报记者 廖谦廖谦 图图

常庄水库关闭蓄水，保证居民用水。常庄水库关闭蓄水，保证居民用水。
昨日，中原区须水镇庙王村的农民王保昨日，中原区须水镇庙王村的农民王保

平正在自家麦地里忙着浇灌。平正在自家麦地里忙着浇灌。

晚报记者晚报记者 张翼飞张翼飞 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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