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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

C03

88 天天连连阴阴雨雨，，潍潍坊坊损损失失 55 个个亿亿
六县区发生洪涝灾害，38 . 3 万人受灾

本报 9 月 18 日讯(记

者 丛书莹 李小凯 李

涛)18 日，记者从潍坊市

民政局了解到，自 9 月 11

日以来，潍坊连续降雨，

青州、寿光、昌邑、峡
山、临朐、滨海六个县市

区受灾，受灾人口约 38 . 3

万，直接经济损失约 5 . 35

亿元，其中农业经济损失

约 4 . 6 亿元。

9 月 11 日以来，潍坊
持续降雨，全市平均降雨

量 119 毫米，持续降雨使

河流、水库水位暴涨，洪
水漫过河堤，淹没了部分
农田、道路及生产设施，

造成部分居民房屋倒塌，

作物被淹，道路、桥梁被

冲毁，盐田被冲垮，养殖

大棚、盐堆被冲走，弥河
沿岸部分县市区及库区受

灾较重，形成严重洪涝灾

害。

据统计，潍坊受灾人

口约 38 . 3 万，倒塌房屋
4 4 6 间，损坏房屋 6 5 5

间，紧急转移安置人口
2620 人，农作物受灾面积
2 . 99 万公顷，其中成灾面

积 2 . 59 万公顷，绝收面积
7620 公顷。直接经济损失

约 5 . 35 亿元，其中农业经

济损失约 4 . 6 亿元。

其中最为严重的是青

州 市 ， 连 续 降 雨 超 过
244 . 5 毫米，弥河镇等多

个镇(街)受灾，洪水冲毁

弥河水库东南河大坝西侧

一座消力池，直接威胁到

大坝安全，河道两岸部分
种养殖大棚被冲毁，大面

积玉米等农作物被淹，道

路被冲毁。经初步统计，

受灾人口约 12 . 4 万人，倒

塌房屋 247 间，损坏房屋
431 间，紧急转移安置人

口 1979 人，农作物受灾

面积 8629 公顷，其中成

灾面积 7399 公顷，绝收

面积 4471 公顷。直接经

济损失约 1 . 76 亿元，其中

农业经济损失约 1 . 35 亿
元。

寿光市受弥河上游临

朐、青州水库(坝)大流量

泄洪影响，寿光市弥河水

位漫过河堤，弥河沿岸上

口镇、营里镇、羊口镇、

侯镇部分农田、蔬菜大

棚、果园、盐田及养殖园

区被淹，造成严重经济损

失。经统计，受灾人口约

5 万人，紧急转移安置群

众 382 人，其中连夜紧急

转移被洪水围困群众 196

人，农作物受灾面积 4130

公顷，其中成灾面积 4130

公顷。直接经济损失约

1 . 6 亿元，其中农业经济

损失约 1 . 37 亿元。

截止到 18 日，潍坊

市民政局已派出三个灾情

调查组赴灾区调查灾情，

指导受灾县市民政局做好

灾民转移安置和救助工

作。

16 日，在青州弥河大桥桥洞，为防止泄洪决堤，工人加紧在岸边增设沙土袋。 本报记者 吴凡摄

持续降雨致使上百亩菜地被淹

“这一年又算白干了”

持续数天的降雨，让青州市谭坊镇谭北村

的菜农陷入无限的烦恼之中，地势低洼，加之

上游水库放水泄洪致使康河水位迅速上涨，谭

北村上百亩菜地被淹，几近绝产。

6 日下午，记者驱车来

到谭坊镇谭北村，沿着 309

国道刚驶入谭坊镇，道路两

侧整齐的蔬菜大棚映入眼
帘，一些菜农不停地穿梭在

大棚之间，铺设抽水管从大

棚里向外抽水。步入田间，

道路泥泞不堪，部分大棚中

的积水荡漾，菜椒、尖椒、

西葫芦苗浸泡在水中，叶片

几近枯萎。

“连续抽了三天三夜，

刚抽干，水就马上溢上来，

根本抽不干净。”菜农寇国
平告诉记者，虽然不停地抽

水看似徒劳，但村民们还是

不敢停下来，抽水只为保

棚，千万别泡坏了大棚架

子。

菜农王金良称，这是自
1974 年以来被淹的最厉害
的一次， 1974 年整片土地

都被水吞没。在今年已经经

历了 2 次大棚被淹之后，这

次降雨给谭北村带来的损失

最大。“上次降雨让大棚内

的辣椒已经绝产，大家赶紧

拔掉之后种上了西葫芦，生

怕赶不上第二茬，可偏偏又

碰上这场雨，西葫芦又活不
了了，百分百绝产。”村民

阚国杰无奈的说道。

王金良属于最早抽水自

救的村民，他告诉记者，

12 日开始下雨， 13 日一早

他就开始向外排水，当时大

棚里的水位已没过小腿。记

者走了一圈看到，在经历了

三天不停的抽水之后，部分
大棚内积水依然深达 50 公
分。

这次降雨对周围靠种菜
吃饭的村民来说是个不小的

打击，整片菜地上百亩、千

余个蔬菜大棚中 9 5 % 被

淹，大棚内辣椒和西葫芦也
几近绝产。据村民介绍，按

照每个棚平均年收入 2 . 5 万

元计算，今年损失为有史以
来最大一次，很多菜农都商

量着外出打工补贴家用。

在菜农忙着排水的同

时，一些菜农纷纷到劳务市

场雇人采摘蔬菜。王立文今

年种了 5 亩菜椒、 5 亩尖

椒，时下正是菜椒收获上市

时节，而一场雨让大棚里菜
椒濒临死亡。王立文不得不
从劳务市场雇了 6 个人摘菜
椒，尽量减小损失。据菜农

介绍，由于雨天销量小，现
在很少有菜商前来收购蔬

菜，价格也低的让人难以接

受。

村民寇国平一家三口人

种着 7 亩地的大棚， 4 亩是

租来的，每年还要给人家

8000 元的地租钱，“今年

不仅没收成，除去大棚的投

入还得额外支出 8000 元的

地租，这一年又算白干

了。”村里大部分人都像寇

国平一样，除了自家的口粮

田还租了很多别人家的地，

盖起大棚之后原本以为能多

收入一些，可是今年接二连

三的降雨造成大棚被淹，整

年收成聊胜于无。

缘何今年三次降雨都造

成谭北村大棚内积水，村民

们有自己的说法。阚德忠

说，除了地势低，地下水位
高的原因之外，村旁有个康
河水库一直不排水也是造成

棚内积水不净的原因，如果
水库内水经常疏通排放的

话，不至于地下水位这么

高。另据了解，上游水库的

放水泄洪，也导致康河水位
迅速上涨，致使周边菜地被

淹。

本报记者 李小凯 丛
书莹 李涛

16 日，青州谭坊镇谭北村大部分蔬菜大棚积水

严重。图为农民急忙架设抽水泵。

本报记者 吴凡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