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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10月都是牡丹集中种植之时，但受干旱
影响，今年我市牡丹种植时间有所延迟。昨日，记
者从市牡丹开发管理办公室了解到，今年我市计
划增植牡丹1万亩，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仅种植了
1000亩左右。

市牡丹办相关负责人介绍，牡丹有着特殊的
生长习性，每年10月开始，在合适的气温、水分及
湿度下种植才能成活，且牡丹苗木刚种下时，需要
及时浇灌充足的水分才能正常生根。受干旱影
响，目前已种植的牡丹大多分布在城市近郊一些
水源较充沛的地方，而丘陵、山地等干旱地区，因
土壤中水分流失严重，即便种植牡丹，成活率也很
低，因此尚未开始种植。

“干旱虽对牡丹种植造成影响，但因目前气温
较高，也为牡丹种植及正常生长争取了一定时
间。”该负责人说，一旦气温下降到0℃以下，牡丹
苗木很难生根，成活率较低。目前气温仍较高，因
此可采用技术手段，赶在气温下降到0℃之前，保
证牡丹种植。

目前，我市各级农业部门通过对种植户进行
技术指导、培训等，弥补干旱对牡丹种植造成的
损失。建议干旱地区的牡丹种植户，在种植之前，
先将苗木浸泡在泥浆中，让根部多吸附些泥浆，这样
种植下去后，泥浆中的水分至少可供应根部8天至
10天；此外，种植户可就近购买本地牡丹苗木，以缩
短苗木从起苗到种植之间的时间，此时间最好控制
在2天之内，以减少根部水分蒸发，提高成活率。

洛阳正在喊渴！
12日，市气象台发布我市首个干旱红色预警信号：截至

目前，洛阳气象干旱达到重旱等级，预计未来一周仍无大范
围明显降水天气过程，干旱将进一步发展，综合气象干旱指
数达到特旱，气象干旱为50年一遇。

如果你对“红色预警”“重旱”“特旱”“50年一遇”等字眼还
没有切身感受，就请看看栾川的“旱魃肆虐图”——

当地各水源区来源水和水库库存水量几近枯竭；
20万人饮水受影响，2.1万人饮水出现困难；
学生用水无法满足，有学校无奈通过校信通向家长借水；
…………
写到这里，笔者想起前几天儿子的一次家庭作业：作一

下洛阳的今昔对比。在介绍洛阳的基本情况时，笔者告诉儿
子，洛阳是个极度缺水的城市。儿子听了大吃一惊：咋可
能！这个11岁的宝贝疙瘩，平时吃喝不愁，夏天泡游泳池，
冬天洗热水澡，窗户外面的洛浦公园，又是他和小朋友玩耍
的绝好所在，那里有湖有树有河流……在他的意识里，怎么
会有缺水的概念呢？

而在洛阳，像这个小家伙一样不知“缺水之难”的大有人
在。于是，在“无知无觉”中大肆挥霍本应视若珍宝的水资源，
让那些正在饱受旱情之苦的群众和“有知有觉”者何其痛心！

从这次干旱说开，每一个洛阳人，都应当借此机会进
行一次节约用水的反思和自我教育。节约光荣、浪费可
耻，不仅仅对粮食，也要针对水。这应当成为从大人到小
孩的身体力行。

各级政府和职能部门，切记要将防旱防灾的功夫下在平
时。干旱会经常光顾，只有未雨绸缪，才不会在旱情到来时
手忙脚乱，才不会在渴得受不了时方想起“积极寻找可利用
的安全水源”。

更重要的是，从“干旱是天灾，更是人祸”的角度出发，一
定要把“尊重自然、保护自然、顺应自然”的生态理念落实到
经济建设、社会生活和每
一个人的日常生活。

愿旱情早日缓解、解
除；也愿自然之旱，丰润
我们的内心。

得从这次干旱中明白点什么

近几个月来，我市遭遇持续干旱，昨日分布不均的
降雨亦未能缓解——

众志成城抗大旱
科学应对保民生

昨日在自然降雨与人工增雨的共
同作用下，我市普降小到中雨。不过，
气象专家说，此次降雨过程短暂，总体
雨量小且分布不均匀，今天起天气将
转好，未来一周基本无明显降雨过程，
抗旱形势依然严峻。

目前出现的重旱，对小麦播种、牡
丹增种、果树生长、人畜饮水等造成了
何影响？我市各部门将如何应对？昨
日，本报记者分路对此进行了采访。

久旱逢甘霖，虽说昨日的降雨量少时短，但
也为人们增添了一份喜悦。

市气象台监测的数据显示，截至昨日17时，
宜阳、孟津的降雨量均为15毫米，偃师14毫米，
市区13毫米，新安11毫米，伊川9毫米，汝阳、嵩
县均为4毫米，洛宁3毫米，栾川2毫米。

按照相关标准，12小时以内降雨量在5毫米
以下为小雨级别，5毫米至15毫米为中雨级别，昨
日我市各县市区都普降小到中雨。

“昨日在自然降雨与人工增雨的共同作用
下，我市降下了小到中雨，但总体雨量小、过程短
暂且分布极不均匀，并不能缓解目前的重度旱
情。”气象专家说，这次降雨主要集中在北部地
区，南部地区的雨量很小，我市的抗旱形势依然
严峻。

12日，市气象部门对我市的土壤墒情进行了
监测，10 厘米至 20 厘米土壤墒情显示，目前孟
津、偃师、栾川、嵩县、洛宁、伊川、宜阳等地的土
壤相对湿度小于40%，为重度干旱；新安、汝阳土
壤相对湿度小于50%为中度干旱。

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今日起我市的天气
将转好，且未来一周我市基本无降水天气过程，
大家仍需持续抗旱节水。具体来说，今天白天全
区多云转晴天，偏北风 3 级左右，气温 7℃到
18℃；明天晴天间多云，气温8℃到21℃；周四晴
天间多云；周五晴天到多云；周六多云转晴天，偏
北风3级到4级；周日晴天到多云。

难缓持续旱情

昨日，市人工影响天气办公室对我市九县市
均实施了多批次的人工增雨作业，截至17时，共
发射高炮增雨弹116发、火箭弹28枚。

“正常情况下，满足一定的条件，才会实施人
工增雨作业。”市人工影响天气办公室相关负责人
说，昨日冷空气所带来的降水系统较弱，天空状态
并不十分理想，按照往常是不会实施人工增雨作
业的，但现在旱情严重，他们不会放过任何可实施
增雨的机会。

该负责人说，许多市民习惯用“人工降雨”这
个说法，似乎有云没云，只要工作人员作业就一定
能下雨。其实正确的说法是“人工增雨”，指在适
当条件下通过人工干预的方式向目标云中增加适
量的凝结核，以影响云物理过程，从而实现增加地
面降水的活动。

人工影响天气需要具备一定的天气条件，只
有当云系发展到一定的厚度，且云里要有一定的
过冷水(低于0℃而不结冰的水)含量，云中要有上
升气流，这样通过高炮、火箭弹或飞机将催化剂携带
到云中的有效部位，才能够起到人工增雨的作用。

目前我市共有人工增雨作业点130个左右，
分布在各县（市）。该负责人表示，目前不仅实施
人工增雨的工作人员处于24小时待命状态，增雨
弹药准备也很充足，用于增雨的火箭弹、高炮等装
备也都处于作业准备状态，只要天气形势允许，工
作人员将随时实施人工增雨作业。

人工增雨 部门随时待命

地处黄河渠灌区的孟津县白鹤、会盟等镇，是我市的农
业高产区。昨日上午，白鹤镇雷洼村，黄河水正通过引水渠，
流向“饥渴”数月的农田。

孟津县是典型的农业县，今年全县有耕地面积43万亩，
其中无抗旱条件作物20.4万亩。今年8月以来没有有效降
雨，加之全县大范围、持续性的高温天气，引发夏秋连旱，土
壤失墒加快，目前全县10个镇均为重度干旱。

孟津县水务局负责人说，该局为保障该区域秋收秋种工
作，在黄河渠灌区出现干旱苗头后就开始提前谋划浇水工
作。9月初，他们向小浪底水利枢纽管委会提出申请，希望能
加大送水量缓解干旱，为秋播秋种工作创造便利。

9月20日，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加大水库下泄流量，全
力支持黄河下游引黄灌渠的抗旱工作。

在雷洼村地头，正忙着浇水的村民秦党生，拿着铁锹一
边堆起一道护坡，一边想办法把水引入地里。他家有一亩

地，昨日恰好轮到秋种后的第一次浇水，他希望农田能一次
“喝个够”。

孟津的引黄灌渠，担负着7万余亩农田的抗旱灌溉任务。
该负责人表示，随着水库下泄流量的不断加大，黄河灌渠近
5年来首次满负荷运转，目前每天可以浇灌近3000亩农田。

和孟津一样，目前我市各相关县（市）区都采取切实有效
措施，全力以赴投入抗旱。截至目前，全市已投入抗旱资金
1600万元，重点用于抗旱水源建设、病坏设施修复、渠道清
淤疏通、抗旱机具购置和抗旱服务队建设。同时，为扩大灌
溉面积和解决人畜饮水问题，全市共投入抗旱人数7万多，
投入抗旱机电井 6100 余眼，出动机动抗旱设备 1240 余台

（套），抗旱浇灌面积128万亩次。市水务局负责人表示，我
市已组成9个抗旱督导组，开始对各地抗旱工作进行督导检
查。市水务局也已组成5个技术服务督导组，分赴各地对抗
旱工作进行指导。

引黄灌渠 满负荷运转抗旱

昨日，天空中淅淅沥沥飘着雨，但在偃师市府店镇柏峪村
里，一辆三轮拉水车的到来还是吸引了不少村民排队取水。

该村村委会工作人员说，柏峪村位于偃师市南部山区，
近几年通了自来水，但由于当地没有水源，村里依然沿用截
潜流工程，将山上的地下水截停引入人工蓄水池，满足村民
对生活用水的需求。但是，近几个月缺少降雨，柏峪村中苏
家门、南地等几个自然村的水井已经干涸，村民生活用水缺
乏，要从山下地势较低的自然村拉水。

拉水车司机刘俊朝就是柏峪村苏家门的村民，他每天要
驾驶三轮小货车到山下拉两次水，每次能拉七八桶，供苏家
门200多名村民使用。

“平均每户一天只有4桶水，乡亲们用水很节省，洗完脸
的水留着喂牲畜，洗完菜的水留着洗碗，几个月来，我们都不
舍得用水洗衣服。”刘俊朝说。

偃师市水利局防汛抗旱办公室负责人说，为了保证冬小
麦适时播种，缓解村民吃水难，偃师市相关部门从 10 月初
开始，维修、配套机井，整修、疏通渠道，并启动 3500 余眼
机井进行耕地灌溉，目前已累计灌溉7万余亩，水利条件较
好的部分镇区已经开展播种，共播种冬小麦2.4万亩。

同时，在南部山区一些附近有水源的自然村，相关镇政府
对这些村庄补贴资金，让这些村庄从附近拉水。对于周边没
有水源的自然村，镇政府组织车辆，向村庄送水。

此外，偃师市水利局正在向偃师市政府申请资金，对府
店镇车李村截潜工程蓄水池清淤、整修，为府店镇安乐村、史
家窑村和大口镇山张村等缺水的自然村铺设管道，从别处的
截潜工程蓄水池引水。

该负责人说，铺设好连接这些蓄水池的管道，就能够解
决村民用水的燃眉之急，还能预防以后再次发生干旱时，这
些村的村民出现用水困难。

筹建管道 缓解山区用水难

昨日，记者从市园艺工作站了解到，受干旱气
候影响，今年我市苹果、樱桃等主要水果均有所减
产。在各级农业技术人员的指导、帮扶下，果农通
过加强技术管理，减小了干旱对部分果树生长带
来的不利影响。

市园艺工作站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1月至9
月的均降雨量很少，抑制了果树的生长；在干旱气
候条件下，红蜘蛛、白粉虱、流胶病等果树病虫害
发病率也有所提高，影响水果收成；此外，由于缺
水，部分果树还出现了早期落叶的情况，花芽未能
正常分化，对来年果树的开花结果也有影响。

以受干旱影响较严重的苹果、大樱桃等水果
为例，由于降水量少，空气与土壤中的湿度较低，
影响授粉，导致减产。与去年相比，今年我市苹果
减产三成至四成，大樱桃减产两成左右。“除减产
外，果品质量也有所下降。”该负责人说，目前正值
苹果采摘之时，受干旱影响，今年苹果个头小、着
色差，外观不好看、水分含量少。

为了减少干旱对我市果树生长的影响，我市
农业技术人员向果农累计发放果树技术管理宣传
页及印有技术人员联系方式的服务卡 1 万份左
右，同时增加深入田间地头频率，指导果农通过技
术管理等方法，减少干旱对果树生长的影响。

市园艺工作站的技术人员在果树生长的重
要时期，通过肥水、修剪等技术，减轻果树旱
情。如推广穴贮肥水技术，该技术即在树冠下方
挖出深约 40 厘米的洞穴，将秸秆、水、肥料等填
充后，用带有小孔的薄膜覆盖，最大限度保存水
分；此外，在夏末秋初之时，指导果农修剪枝叶，
以减少水分蒸发。

科学管理 应对水果减产

技术支持 保障牡丹种植

啸 尘

本报记者 戈晓芳 李东慧 郭秩铭 赵佳
通讯员 陈红霞 薛金辉 文/图

柏峪村村民排队取水

孟津雷洼村村民正在引黄河水浇地

降雨不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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