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日中午，米河镇水头村村民张双喜看着
哗哗的清水流入沟渠，高兴得合不拢嘴：“俺们
村这口机井水泵坏了好几年了，这次大旱想再
买个水泵浇地，又感觉投入太大不划算，昨天收
到手机短信说是买水泵有补贴，补的还不少。
这不，昨天下的订单，今天农机服务队就亲自帮
忙装好了，一台水泵1980元，咱1390元就买回
来了，足足省了差不多600元钱。”

巩义农机局副局长冯晓辉告诉记者：“巩义
处于浅山丘陵地区，大部分耕地都是山里的梯田，
灌溉成本较高，平原地区耕地浇灌每亩平均成本
20块钱左右，要是在山里，差不多就要60块钱。”

为了减轻农民抗旱成本，提高抗旱积极性，

巩义市委、市政府在省、地农机补助资金不到位
的情况下，市财政拨付专项资金，提前启动抗旱
农机具市级补助政策，在国家补贴目录之外，根
据该市实际情况，增加新的补贴内容，农民购买
市级补贴目录之内的农机具，可补贴单价的
30%。截至目前已经签订了近20份农机购买合
同，累计补助资金两万元。

目前，巩义共投入抗旱资金600余万元用
于农机补助和农田灌溉补贴，投入抗旱机械设
备2370台套，机井1231眼，已浇18.8万亩，其中
浇一遍17.5万亩，浇二遍1.3万亩，其中新扩大
浇地面积0.5万亩。

晚报记者 周炜卿 通讯员 马文博 王江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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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旱魔·大家在行动

郑州可电灌小麦基本浇一遍
截至目前，郑州供电公司组建“共产党员保

电小分队”65支、“团员先锋号保电小分队”29
支、电力抗旱服务小分队124个，共出动约6000
人次；投入发电机31台，配电变压器15台，现场
解决群众用电难题 247个。目前，郑州地区可
电灌的 193万亩农田，已有 156万亩得到了灌
溉，可电灌农田基本浇灌一遍。

晚报记者 张华 通讯员 袁海涛

登封：保证市区15万人不断水
这次旱情使登封农村 4.5万人、0.5万头大

牲畜和城区 15万人吃水受到严重影响。经过
多方努力，已解决农村饮水 1.7万人，缓解农村
饮水 2.8万人，并保证了市区 15万人不断水。
目前，登封已对少林、纸坊两座水库进行科学调
度，向市区供水，并在少室公园等地设立三个临
时供水点，以保证市民有水吃。另据悉，昨日上
午，郑州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协调的价值16万元
的水泵、水管和饮用水等一批抗旱物资也已运
往所分包的乡镇——登封颍阳镇。

晚报记者 李萌 实习生 袁林立

新密：消防“保命水”送到百姓家
当“哗哗”的清水流进水窖的时候，正在为

水荒发愁的人们脸上露出了笑容。这是昨天发
生在袁庄乡小台沟村的一幕，几天来，类似的场
景不断在新密上演着。据介绍，从 2月 4日开
始，新密市公安局每天组织两辆消防车拉水，直
接送到农户家的水窖里，截至目前，已送水300
多吨，并对部分农田、园林、草坪、树木进行浇
灌。 晚报记者 熊堰秋 通讯员 魏锦池

管城：纪检干部抗旱出力还出钱
10日，管城区纪委监察局组织90多名纪检

监察干部分别对南曹乡、圃田乡和十八里河镇
开展抗旱浇麦工作进行督导，重点了解对困难户
帮扶情况、抗旱资金使用情况及抗旱浇麦进展情
况。截至目前，该区已浇灌返青水1.59万亩，累
计完成浇麦3.54万亩。在帮扶农户进行交麦的
同时，纪检干部还个人捐资3980元，重点对困难
户进行扶持。晚报记者 董占卿 实习生 孙乐乐

13盘消防水带解村民浇地难题
二七区消防大队在消防宣传检查时，发现

黄冈寺村今年旱情相当严重，村里虽有一口机
井，但由于麦田面积大，村民苦于灌溉工具有
限，只能用脸盆来回地端水浇地。大队长杨富
元急忙赶回大队，指派中队干部收集了中队保
存的所有废旧水带，第二天，将 13盘消防水带
火速送往黄冈寺村所属的刘寨村，并帮村民把
水带接好、绑牢，教会他们使用保养的方法。很
快，13盘水带串联起来，把井水引到了田里。

晚报记者 刘涛

省交通厅送水车队浇麦30万亩
10日，省交通厅支援新密抗旱浇麦工作组

带领送水车队先后到曲梁乡及平陌镇的虎岭、
牛岭村，深入田间和农户家中，重点了解群众生
活用水需求量、储水设施、麦田旱情和墒情等问
题。针对山区旱情特点及群众缺水现状，目前
送水到户仍然是救援工作的中心。从 2月 6日
至10日，累计出动车辆194车次，送水2499吨，
累计浇灌麦田30.8万亩。

晚报记者 王菁 通讯员 徐磊

据新华社电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11日主
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抗旱条例(草案)》。条例规定了
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单位的职责，明确了
不同等级旱灾发生时的抗旱措施。

会议指出，干旱灾害是我国的主要自然灾
害之一。近年来，随着气候变化、经济发展和用
水需求增长，我国干旱缺水问题日益突出。为
预防和减轻干旱灾害及其造成的损失，保障生
活用水，协调生产、生态用水，促进经济社会全

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有必要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水法》，制定抗旱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抗旱条例(草案)》从旱灾
预防、加强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抗旱减灾和
灾后恢复等方面，规定了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

门和单位的职责，明确了不同等级旱灾发生时
的抗旱措施，规范了水量调度，并设定了相应的
法律责任。

会议决定，该草案经进一步修改后，由国务
院公布施行。

国务院原则通过抗旱条例

□晚报记者 徐刚领

本报讯 从2008年11月份以来，我国北方
冬麦主产区发生了严重的旱情。近日，中华粮
网派出专项调查组，对河南部分地区小麦旱情
进行实地考察。通过考察发现，河南省旱情较
为严重。但根据试验结果及模型运算，并考虑
今年病虫、气候、农技措施等因素进行综合分
析，预计目前干旱可能造成我省今年小麦产量
比上年减少 2.0%～2.5%，12.24 亿～15.30 亿
斤。如后期不发生农业气象灾害，农技措施得
当，有望将干旱减产损失控制在2.5%之下。

参与考察的中华粮网分析师孟凡军分析认
为，虽然旱情严重，但是河南主产区冬小麦水利
条件有一定基础，大部分小麦有望得到浇灌。
旱情对小麦产量的影响，要看此次“抗旱保收”

的效果及后期天气影响。由于小麦生长特性，
在今后这一段“返青期”内，不浇水不施肥的后
果是灾难性的，同样，后期的天气状况对小麦的
各个生长期也非常关键。如果本次浇水效果很
好，后期天气配合，夏粮产量不会受到太多影
响。从目前各地政府对抗旱的投入及抗旱实施
效果来看，夏粮产量影响不会不大。

孟凡军认为，即使小麦受旱情或天气影响
减产，目前我国小麦储备仍非常充足。我国粮
食已连续五年丰收，2008年托市收购新产小麦
4207万吨，目前已拍卖成交750万吨左右，仍有
3450万吨左右小麦尚未投放市场进行拍卖。
可以说，国家储备在决定着小麦后期的走势。
在保持经济稳定、维护粮食安全等政策的支撑
下，小麦市场仍将维持稳定走势，市场不应存在
恐慌心理。

●明确不同等级旱灾抗旱措施
●进一步修改后，将公布施行

中华粮网专家实地考察河南小麦旱情

我省干旱减产损失
可控在2.5%以下

我国仍有3450万吨小麦尚未投放
市场，不存在粮食安全问题

买农机抗旱给补贴，这钱花得值
抗旱魔·一线特写

昨日，新郑市龙王乡铁李村的农田里，电业局保电服务车就
停在农田旁边，随时应对电力方面的突发情况。

晚报记者 白韬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