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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旱·灾情

处处是枯黄的树
一无所有的庄稼

寻甸有一句宣传语：寻找梦中的伊甸园。
但现在，全县的人们觉得如果四五月雨季能如
期而至，这里就真的是伊甸园。

越野车离开位于滇东北的寻甸县城，进入
金源乡境内，是一层又一层的盘山公路。上纳
勒村就在海拔2600米的山顶之上。

呈现于眼前的山体，完全不是春天的景
象。寻甸县水利局副局长廖国金说，往年3月，
田野一片青葱，鸟语花香。现在，都是干涸得
发亮的岩石，枯黄的树，以及一无所有、毫无生
气的庄稼。公路在阳光下暴晒多月，积了厚厚
的尘埃，车轮碾过，身后扬起漫漫黄沙。

上纳勒村方圆二三十里地没有水源，他们
平日靠自己蓄水来解决人、蓄的饮水。去年 9
月开始旱情后，村里找到了一处水源，但很快
就干涸了。

政府为每户人家发了塑料桶，供他们装
水。普有囡有时赶着马车去拉几桶回来，有
时由她的男人或 20多岁的儿子去背，艰辛不
可言说。

一般水要循环几次使用。除饮用水，洗
菜，清洁，都舍不得倒掉，留给她的马、牛和猪
饮用。

>>>大旱·损失

茶叶等经济作物
绝收1485万亩

对于云南省来说，遭遇这样的大旱，有其
特殊的地理原因。

据云南省水利厅分析，云南虽为水资源大
省，水资源总量2222亿立方米，排名全国第三，
同时又是水资源穷省，开发利用率仅为 6.9%，
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1/3。

其二，水资源与人口、耕地等经济发展要素
极不匹配，占全省面积6%的坝区，集中了2/3人
口和1/3的耕地。但水资源量只有全省的5%。

其三，横断山脉深度切割，高差悬殊，地形
地貌复杂，人在高处住，水在低处流。

云南省水利厅官员说，由于特殊地形环境
和气候条件，水资源分布极不均匀，雨季降水
量占全年总量的 85%，干季降水量占全年总量
的 15%，全省 94%的国土面积为山区和高原，
云南自古就是一个无灾不成年的省份。无雨
就旱，有雨则涝。

大旱如一场慢性病，日积月累地加深着这
块土地的伤痛。

农业是云南重要经济支柱，在这次大旱中
损失严重。据农业厅的数据，截至 3月 18日，
云南的茶叶、咖啡、橡胶等五类经济作物受灾
4198万亩，成灾2834万亩，绝收1485万亩。

>>>大旱·应对

农村救灾成本越来越大
打一个水井需要15万元

陆良县大莫古镇党委副书记陈子文介绍：
“短期来说，我们对村民的饮用水由政府送，牲畜
饮水则有村民自行到附近接水点接取；长期来说，
我们用打井的办法来解决村民的饮水问题。”

在大莫古的马路上，可以不时看到村民运
水的牛车经过。而在一个村口，一个高高的打
井架正在夜以继日地工作。

云南防汛抗旱指挥部介绍，从各级政府应
对来看，抗旱的主体依然是基层政府，人力物
力都基本在这层。国家指导，省级巡查协调，
州市落实，基层出动。

云南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主任达瓦认
为，对比州市、城镇的旱灾情况看，州市问题不
大，因为一般都有较好的水利设施来保证。但
农村则不同，地形复杂无法有效输水是一个原
因，另一个是村庄可以依靠地下水维持基本生
活需要的，地下水位也在旱季逐渐下降，而这
也给勘探新的水源地带来了巨大的技术难度。

就现在农村救灾的情况来看，成本越来越
大，最初开始抗旱测算的成本是每运输一次水
需要40块钱，而现在只够运输的油费。廖国金
说，每打一个水井，要资金 15万。这是抗旱要
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据《21世纪经济报道》

未来3天无有效降水
西南大旱仍将持续发展

根据3月23日监测，云南中部、北部和东南部，贵州东南部和西南部，广西西北部等地存
在重度以上气象干旱。未来三天，广西大部、贵州大部、云南西北部和东部、川西高原南部等
地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其余旱区无有效降水。云南、贵州、川西高原南部、广西西北部
等气象干旱区旱情将持续或发展。 据中央气象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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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放在烤箱上的树叶
云南的土地在慢慢蜷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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