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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多年了，老井从未见过底，现在却根本打不上来水！这从我记
事以来还是头一次。”昨日下午，在距离汝州市大峪镇 10 多公里的邢
窑村，村支书邢建功感慨地说。如今，这个以曾经成功举办杏花节而
远近闻名的村庄，正在饱受严重干旱缺水的困扰。

邢窑村是由 9 个自然村组成的村庄，一共 930 多口人。在杨台村
一个洼地里，邢建功指着一口井显得很伤感，“这口井是1971年打的，
从未像这样，如今里面结满了蜘蛛网”。

邢建功介绍，村里地势崎岖，交通不便，连年干旱，全村12口常年
吃水的井都干枯了，目前仅留下康庄自然村的一口井。“缺水好几个月
了，需要人下井去，用瓢一下一下地舀水。”康庄村民邢荣表示，井里出
水慢，舀满两桶水要半小时，村民们都是24小时排队取水。

邢荣说，干旱最严重时，井口两边摆满了水桶，后来村民商量，每
个人抓阄排号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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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直击汝州大山

河南遭遇63年来最严重的“夏旱”，全省多地
供水告急，而“干渴”最严重的是平顶山。取
水不怕难，用水很节约，地处大山深处的汝州
市大峪镇邢窑村村民们在罕见旱情面前，不
屈不挠，成为全省抗旱大军的一个缩影。
郑州晚报记者 石闯/文 周甬/图

取水很艰难，买水很昂贵，那么，究竟是什么
原因造成了汝州市严重缺水呢？昨日下午，汝州
市水利局负责人告诉郑州晚报记者，汝州市十年
九旱，年平均降水量 655 毫米。全市 26 座中小型
水库，3 座中型水库已有 2 座无水可放，23 座小型

水库大部分干枯。该市最大的河流北汝河已断
流。

7 月 28 日下午，当地政府召开了汝州市抗旱
保秋紧急工作会议，对全市抗旱保秋工作进行再
动员，再部署。

汝州全市正积极应对旱情

邢窑整个村子里存在着“水贵如油”的说法。
50 多岁的村民张祥说：“早晨洗脸时，只倒一点点
水。”张祥说，洗把脸之后的脏水，会用来洗衣服。
洗过衣服的水如果未用洗衣粉，就会喂猪饮牛。

据了解，大峪镇今年以来一直没有下过一场
透雨，夏季小麦严重减产，如今还有多村的玉米没
能种上，种上的也因严重干旱几乎枯死。据镇农
业中心统计：全镇吃水困难户已达4400户。

“为了给吃水困难的群众供水，洒水车都用上
了。”大峪镇水利站站长张晓伟说，镇上一方面为
各村免费分发了100多个铁皮桶，方便群众拉水；
另一方面积极协调高速公路项目部拉水车为黄
窑、大泉等因高速公路建设交通不便的村送水。

张晓伟表示，目前，镇上正在协调施工，一条
由水井通往邢窑的“生命之水”工程将于近期完
工，届时村民们家家户户都可以吃上自来水。

洗脸水会重复利用几次

水源越来愈少了。村民们不约而同地赶往
10多公里外的镇政府。

由于路途遥远，崎岖不平，拉水不易，但由于
水源的枯竭，村民们还是像赶集一样奔向那里。
时间久了，镇政府附近的井水也出现了减少，还是
得排队。

许多村民为了多拉水，都咬紧牙根花几千块
钱买了一辆机动三轮车。

“当然也不是所有村民都往镇上拉水。”54岁

的村民王秋称，去年 7 月上旬，经过勘探，汝州市
委市政府筹资 10 多万元在大山深处的山洼处打
了一口 130 多米的井。“井水冒出来的那一刻，很
多村民都掉泪了。”

昨日下午，沿着弯曲狭窄的山路，郑州晚报记
者随同拉水的村民们一块儿下到了两公里外的山洼
处。路面碎石堆积，时高时低，坡度陡峭，村民们驾
驶的机动三轮车车身歪歪扭扭，令人捏了一把汗，但
是村民们则是满脸笑容，“有水吃了，比啥都高兴”。

每个人抓阄排号取水

大山深处,开着农用车在排队等待接水的村民

康庄村里唯一的一口井内已经见底

放暑假的康家姐妹俩在村里已经见底的井底内，义务为排队打水的村民舀水

啥都高兴”“有水吃了，比
深处干旱村取水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