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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务部门精准研判 科学调度 打赢抗旱保卫战

冒酷暑奔波田间 为百姓排忧解难

“你们看，这水稻长势还可以吧。今年遇到干旱，幸好水库及时放水，我们的水稻生长才没受太大影响。偶尔的干旱反而
能促进水稻增产呢！”12日，在太平水库灌区承包农田的种粮大户方活龙对记者说。

这两天，人们盼望已久的甘霖终于来了。可是，刚刚过去的 7 月、8 月，我市普遍处于高温干旱阶段，降水量大约只有常年
的60%-70%。市人民政府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市水务局在汛期合理做好泄洪与蓄水工作同时，加强各项防范措施，领导
带头，强化责任，科学研判调度，在旱季来临后及时指挥安排放水滋润农田。各水库干部职工冒着炎热酷暑，加班加点奔忙在
灌区抗旱第一线，奋战在田间地头，为干渴的农田送去“及时雨”，为灌区群众排忧解难，发挥出水利工程应有的效益。

A 近期降雨量
超过10毫米仅有7天

□记者 陈爱姝 章芳敏 见习记者 施金果

市水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王万军介

绍，我市今年 1 月-6 月的降雨量偏多，尤

其是 6 月份，降雨量是常年的 2.24 倍。7

月份开始，我市进入高温干旱阶段。7 月

份永康站降雨量为78.5毫米，仅为常年降

雨量的 59%。而 8 月份的降雨量为 78 毫

米，也只是常年的70%。

不少市民都已经感觉到，近期好像没

下什么雨。9月11日，市气象台监测数据

显示，近两个多月降雨量超过 10 毫米的

仅有 7 月 3 日、7 月 5 日、7 月 30 日、8 月 7

日、8 月 19 日、8 月 26 日和 9 月 7 日，降雨

量分别是25.4毫米、21.5毫米、11.2毫米、

27.2 毫米、13.3 毫米、24.9 毫米和 30.7 毫

米。

B 未雨绸缪，蓄水迎战

早在气象监测今年我市或将面临干

旱时候，市人民政府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

室、市水务局就未雨绸缪，为抗旱做好准

备。我市 17 座小（一）型水库和 3 座中型

水库蓄水量达到 1.2 亿立方米，占总库容

的 93%。其中，杨溪水库、太平水库及三

渡 溪 水 库 这 三 座 中 型 水 库 蓄 水 量 达

97%-99%，基本上满库进入旱季，为抗

旱提供了较为扎实的基础保障。

据方活龙介绍，他所在灌区的其他种

粮大户今年总体收成都还可以，只是个别

农户是山田以及地势较高的农田，因为干

旱而杂草丛生。

a科学调度抓蓄水
自 7 月份以来，我市气温以多晴

少雨为主，旱情逐渐显现，洪塘坑水库

所属灌区各村纷纷告急，村干部向镇

领导和水库管理所反映农田旱情情

况。水库管理所对灌区的旱情看在眼

里，急在心上，及时与镇、村联系沟通，

向上级主管部门汇报请示，召开全所

抗旱动员会，布置安排水库开闸放

水。管理所全体工作人员分工负责，

分段对渠道进行放水维护管理，协调

各方矛盾，指导各村抗旱工作。为更

合理地调配水源，该所还多次对放水

计划进行修改完善，确保灌溉水高效

合理利用，最大限度地满足农田灌溉

需求。目前，水库已完成本轮放水，灌

区上千亩农田受益，旱情得到局部缓

解。

在本次抗旱工作中，各水库管理

所领导身先士卒，放弃休息日，深入抗

旱最前沿，随时掌握水源、旱情，既保

证渠道的承载安全，又保证了将水源

尽快有效送到灌区农田里。

近年来，随着土地流转和种植结

构调整，太平水库灌溉要求也在不断

发生着变化。为满足今年太平灌区的

灌溉需求，水库管理处早早谋划，根据

灌区种植情况分析研判今年的灌溉任

务，制定放水计划。7月27日，太平水

库再次开闸放水保灌溉。这已经是出

梅以来太平水库第二轮灌溉放水。太

平水库作为我市第二大的灌区，主要

负责龙山、古山、芝英、象珠等镇区2.6

万亩农田灌溉。近年来，由于土地流

转和种植结构调整，灌区内种粮大户

云集。根据我市水务局相关领导要

求，太平水库严格落实抗旱责任，及时

了解灌区（特别是种粮大户）旱情，积

极合理调配水源。由于今年梅雨期雨

量较多，水库调度得当，虽已经历两轮

针对我市高温干旱严重的情况，我市

各水库管理所干部职工开展了实地走访，

了解灌区旱情。水库需发挥生活供水和

农田灌溉的多重作用，如何科学调度，在

确保生活用水供水不受影响的前提下，又

要确保农作物不因缺水而影响收成，这对

市人民政府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市水

C “先生活后生产”
全力保障旱季供水

放水，目前太平水库蓄水率仍能满足下

游正常农田灌溉。

b集中力量上工程
近两年，太平水库引水渠建设正在

进行。就目前而言，引水渠的建设一方

面也对水库蓄水带来一些影响。但从

长远看，引水渠的建设是为了以后更好

地蓄水供水。

太平水库管理处负责人吕金华介

绍，为了更好地抗旱，他们制定了渠道

清淤和修复计划。今年初，水库管理处

认真组织人员对渠系淤积情况进行认

真梳理，制定清淤计划。6 月份梅雨期

一过，该处及时了解渠道水毁情况，并

第一时间修复，确保能及时灌溉。

今年，黄坟水库处于扩建工程建设

的关键一年，水库不能正常蓄水，现蓄

水量为 200 万立方米左右，较往年同期

减少了一半，在保证正常生产生活用水

外，用于农田灌溉的不多，更是在合理

支配用水、如何节水上做足文章。

C依法协调保秩序
7 月以来，我市出现持续晴热高温

少雨天气，受高温干旱天气的影响，全

市用水量剧增，市水务局本着“先生活、

后生产，先山塘河道、后水库”的用水原

则，统筹安排，科学调度。目前，全市 8

家水厂每日供水23.59万立方米，8月底

前，六大水库农业灌溉放水已达 544 万

立方米。

为防止无序放水，造成水资源浪

费，近年来，市市人民政府防汛防旱指

挥部办公室、市水务局不断完善放水机

制。先由种粮大户（或者村）根据用水

需求向镇提出申请，再由镇政府向水库

会商协调（用水紧张时需由市防办统一

调度）。水库根据调度计划和实际需

求，确定放水灌溉时间轮次通知镇（村、

种粮大户），以确保将有限的水资源充

分利用。

有的种粮大户打心底里称赞市水

务局对水的调控能力，认为在汛期多

雨、旱季曝晒的年份，科学调控尤其重

要。水务局充分发挥职能作用，汛

期不是无穷尽地一味泄洪，而是

“泄”与“蓄”有机结合，各水库做到

尽量多蓄水。连续高温干旱，开闸

灌溉“有求必应”，但也不是无穷尽

地满足大地，而是做到调节有度。

今年台风雨对我市影响也不大，7

月、8 月旱情显露。水库放水灌溉

可以说是“恰到好处”，正如方活龙

所说，干干湿湿对田里庄稼有好

处，有利于根系的发达、秧苗的生

长，更能确保农业丰收。

水是人类发展不可缺少的自

然资源，是人类和一切生物赖以生

存的物质基础。虽然地球的储水

量很丰富，但是能直接被人们生产

和生活利用的，却少得可怜。我国

也是一个严重缺水的国家。全国

660座城市中有三分之二的城市存

在供水不足。除了缺水，水污染问

题也较突出。因此，保护水资源是

人类的天职。

保护水资源，要全社会动员起

来，改变传统的用水观念。自1992

年开始，我国就把每年 5 月 15 日所

在的那一周定为“全国城市节水宣

传周”。“节水周”的设立，也进一步

使大家认识到水是宝贵的。我们

来看一组联合国有关机构多年调

查得出的数据：每一次马桶所用的

水，相当于发展中国家人均日用水

量；水龙头没有拧紧，一个晚上流

失的水则相当于亚洲或非洲缺水

地区一个村庄的居民饮用水总量。

因此，我们要倡导节约用水，一

水多用，充分利用循环水。同时要

建立起水资源危机意识，把节约水

资源作为我们自觉的行为准则，采

取多种形式进行水资源警示教育。

我们要加强保护水资源意识，不要

让最后一滴水变成我们的眼泪！

务局而言，是不小的考验。为此，在相

关部门共同努力下，精准研判，科学调

度，确保干旱时期生产生活用水不受

影响。

■记者手记

珍惜水源，从点滴做起

科学指导水渠引水 实地勘察实地勘察农田用水情况农田用水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