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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关注可能出现
人畜饮用水困难

从去年12月12日开始，气象部门就重

点围绕合肥以北地区进行了四次飞机增雨

作业，累计飞行7小时25分，累计作业面积

达8万平方公里，创造了安徽飞机增雨作业

史上单日作业架次最多、作业烟剂用量最

大、作业时间最长、作业密度最大、覆盖面

积最广的一次。

昨日下午，来自武汉空军的人工增雨

飞机再次飞抵蚌埠机场，作业指挥人员完

成业务系统、通讯系统和播撒系统安装调

试任务。今天这架飞机将携带着上百根碘

化银烟条以及全省人民的重托飞天要雨。

同时，本报记者也将搭乘这架飞机，见

证人类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与天斗、与灾

斗的英雄壮举。

决战皖北 今向“旱魔”发起总攻！
增雨飞机、火箭炮已在皖北旱区集结 中央气象台预估我省有望彻底缓解旱情

昨日下午，省委常委、副省长赵树丛在

蚌埠市气象局通过视频系统和中国气象局

进行连线交流。

中国气象局副局长矫梅燕及中央气象

台相关负责人向我省传来喜讯：根据目前

气象条件分析，从今日起到28日，旱区将有

一次降雨过程，初步判断，过程总雨量可达

10～20mm以上。“尤其是安徽北部重旱区

域，也将会成为此次降雨过程中雨量最大

的地区。如果再加上人工增雨的效果，我

们预估安徽旱区有望基本缓解旱情，甚至

是彻底缓解旱情。”

省气象局局长于波表示，今日将出现

的这次降雨，较旱区前几次降雨过程来说，

更加有利于人工增雨作业。另据2月20日

卫星遥感苗情监测显示，冬小麦整体长势

一般。所以，全省各地气象部门将不惜一

切代价，全力以赴开展人工增雨作业。

昨日下午2时许，蚌埠市仁和集收费站

外出现了震撼的一幕，十多辆火箭炮发射车

排成长龙向市区驶去。原来，这是来自安庆

市气象局、宣城市气象局、九华山气象管理

处的人工增雨队伍援助皖北旱区来了。

除黄山市气象局自身还有人工增雨作

业外，巢湖、芜湖、马鞍山、池州等所有的皖

南地区地面增雨队伍都在同一时间向皖北

地区进发。

据了解，此次我省共调集皖南32辆火

箭炮发射车助阵皖北，成为我省历史上规

模最大的“南炮北调”行动。他们今天将和

当地的地面作业队伍一起，进行人工增

雨。作业点将共计200个左右，覆盖到皖北

旱区所有市县。

中央气象台对我省旱情解除很乐观

皖北地区的干旱究竟啥时候是个头？别急，可能就在这两天了！昨日，中央气象台传

来喜讯，今日起，我省旱区终于要迎来有效降水，有望终结旱情。与此同时，几十辆皖南的

人工增雨火箭炮（见下图）以及空军人工增雨飞机已经在皖北吹响“集结号”，气象人将利用

这次降水的机遇向盘踞皖北数月之久的旱魔发起总攻！ 王兵 记者 祝亮文/图

陆空气象“部队”集结皖北决战“旱魔”

当前我省抗旱保苗工作取得显著成

效，但抗旱保苗形势仍不容乐观。省防指

于去年12月1日就启动了抗旱应急预案

Ⅱ级响应，由于持续干旱，近3个月的应急

预案仍未解除。2月24日，省防汛抗旱指

挥部召开了关于“大旱”情况的第一次新

闻发布会。 记者 俞宝强

无降雨日创1961年来之最

记者在会上获悉，去年10月1日以来，

淮北地区平均降雨量24毫米，较常年同期

偏少8成，降雨量偏少，居有资料以来历史

同期第1位，重现期为60年一遇。

其中淮北中北部降雨仅18毫米，比

常年少9成。淮北地区平均连续无有效

降雨日 86 天，居历史同期第 3 位，部分

地区最大连续无有效降雨日 129～131

天，居历史同期第 2 位。无降雨日之多

创1961年以来历史之最。

据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副总指挥、省

水利厅厅长纪冰介绍，全省累计受旱面

积达 3100 万亩。去冬今春的抗旱保苗

工作，省政府先后召开 8 次专题会议专

门部署。

超前谋划防饮用水困难

日前，省水利厅已会同有关市、县制

定了全力抗旱保苗、减少抗旱死角的应

急工作方案，并尽快组织实施。

“在抗旱的同时，高度关注可能出

现的人畜饮用水困难问题。淮北地区的

山丘区和江淮分水岭一带，如果持续无

雨，将会出现人畜饮水困难问题。”纪冰

向记者介绍，要超前谋划，迅速摸清易

发生人畜饮用水困难区域的范围、人数

和水源状况，从最不利情况出发，编制

近期人畜饮用水保障工作预案，主动应

对，主动为人畜饮用水留足水量。一旦

发生饮用水困难的，要迅速采取应急运

水、送水、临时架机提水等措施，保证人

畜饮用水不出问题。

本报记者将乘飞机见证“飞天要雨”

60岁老汉义务看守电灌站25年

在涡阳县西阳镇解沟村记者看

到，这里的小麦绿油油的，而且苗肥长

势又好，根本看不出有旱情侵袭过。

该村能够取得这次抗旱的胜利，不得

不提到一位老人，他叫马素堂，今年60

岁，25年前，在不顾家人的情况下，坚

持要到野外义务看守一个损毁严重的

电灌站，并把家安在了电灌站。那么，

是什么让老人如此执着呢？

耿晖记者 李尚辉

一座草房 就是他的“家”

春寒料峭的季节，记者清晨来到涡阳

县西阳镇。

“山溪野径有梨花”，叩开虚掩着的木

门，穿过一大片梨树林。在解沟村马庄自然

村电灌站里，记者看见了正在忙于抗旱的马

素堂，身上泥土未干的他喝了口酒，伸出满是

老茧的大手，对记者的到来表示欢迎。“冷啊，

我每天早晨5点钟，就开始抽水了，手都冻得

不听使唤了，只有喝口酒御御寒。”

在电灌站旁边一座漏着阳光的草棚

内，锅碗瓢勺等一应俱全。马素堂爽朗地

说：“电灌站就是我的家。”

今年60多岁的马素堂是马庄自然村的

党员，1986年马庄村建好电灌站后，由于在

野外无人看管，损毁严重到了报废的地步。

马素堂听说后，就不顾全家人的反对，搭了间

草棚，把家安在了电灌站，一直不断维修、看

管，伴随电灌站已经走过了25个年头。

一声抗旱 春节没在家过

该村地处涡河南岸，不仅抗旱水源丰

厚，而且水利基础设施较好。上世纪80年

代，该村修建了3座电灌站，历经风风雨雨，

至今完好，在每年抗旱中都发挥了很大作

用，今年大旱更显威力。

解沟村包点干部说，用电灌站抗旱浇小

麦是大水漫灌能浇透，省时省钱，每亩用电

费加上人员工资10元钱，浇灌效果也好。到

目前，这座电灌站已经浇麦达1000余亩。

今年春节，正是抗旱保苗的紧要关头，

马素堂等不得家里做好午饭，不顾老伴和

儿孙的苦劝，拎起一口小铁锅就冲出家门

来到电灌站。“时间不等人呀，我哪里能坐

得下、吃得下！”

一个信念 要到干不动那天

20多年来，马素堂所看护的电灌站连

一根螺丝钉都没少。他几十年如一日义务

看护电灌站，服务群众，不图名利，不要报

酬，在每年的抗旱中都发挥了很大作用。

马素堂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诠释了一名

普通党员的高尚情怀，受到了当地广大干

群的赞赏。

当问及马素堂对电灌站还能看护多长

时间时，他乐观地说，能看多久就看多久，

直到干不动为止。

抗旱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