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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阳市行村镇齐格庄等村庄

“小农水”被闲置为哪般？

□ 本报记者 鲍青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海阳市行村镇西村
庄扬水站破旧的墙壁上，书写的标语在当地依旧
深得民心。

前一阵因为天旱不雨，齐鲁大地群众想方设
法灌溉干涸的土地。但有读者致电本报编辑部，
本应成为抗旱主力军的“小农水”项目，在海阳
市行村镇部分村庄，却被闲置一旁，完全成了无
用的摆设。“国家投资那么大搞‘小农水’改
造，为的不就是给群众创造更好的生产条件吗？
为什么改造后就成了摆设？”行村镇群众反问
道。

6月17日上午，记者来到海阳市行村镇齐格
庄、榆林、西村庄、庙前河和杜格庄村进行调
查，发现多数“小农水”疑似因为缺乏管理，而
成为碍眼的“形象工程”。

“小农水”弄完后就没用过

齐格庄村，是行村镇一个规模颇大的村落。
此时正值麦收高峰时节，许多村民在村内主干道
和桥梁上晾晒起了麦子。除了丰收的喜悦外，多
数村民也为日益干旱的气候担忧不已。

“你看，白沙河都快见底了。一旦完全干
了，只能靠老天爷开眼了。”果农张天言(化名)
正忙着给苹果树浇水。果园隔壁，就是发源于南
台水库的白沙河。

“因为挖沙的缘故，现在河床里面还残留着
一些水洼。”记者看到，偌大的白沙河已经断
流，部分河段完全干涸，只是断断续续残存着一
个个小水洼。这些水洼，是许多农民抗旱的希望
寄托。

为了抗旱，许多柴油机正安置在水洼边抽
水，河水通过水管运到田间地头，给干涸的土地
带来点点生机。

菜农黄先发(化名)承包了白沙河东400亩的耕
地。他告诉记者，如果要给土地完整灌溉一次，

柴油机要连续抽水1000个小时。“最远的地，得
用700多米长的橡胶管运过去。”而这些水洼，
可能也就只够10天使用的。

记者了解到，齐格庄村民的抗旱对策，要么
是打井抽水，要么从白沙河取水。

而在黄先发土地北面不远处，就有一个修建
于2013年的“小农水”工程。

“那东西（指‘小农水’），自从弄好后谁
都没用过。”黄先发说道。

“根本就不能用。没人管，地里的管子都鼓
了，一通水就碎。”另一位菜农附和道。

“你看，这‘小农水’在地里修了一个个水
泥墩，里面藏着水管。可修了之后就不能用，挡
在这儿还碍事。”村民黄天运(化名)正忙着将麦
秆堆到手扶拖拉机上。周围忙碌的村民都赞同他
的说法，纷纷肯定点点头。

“小农水”被闲置并非个案

为了解具体情况，记者来到白沙河畔的“小
农水”工房。橘黄色的小房子门口，张贴着写有
“行村镇项目区24号泵站”字样的铭牌，标明该
项目完成于2013年4月。但是该工程如今已是
“铁将军”把门，只能从大门的窟窿处窥见内部
电泵等设备仍然齐全。

村民黄天桥(化名)透露，国家投资在白沙河
旁搞了这项工程，在地里也埋了管子。如果能用
的话，只要打开电闸，在田间的水泥墩旁接上水
管，就能灌溉土地。但“这都是一厢情愿，自始
至终都没用过。”而因为长久不用的缘故，土地
里的管道已经朽烂，除非大修，否则根本无法使
用。

至于不能使用的原因，村民们则是众说纷
纭。菜农们认为，因为村庄管理混乱，自始至终
就没有建立起长效管理机制，导致“小农水”成
了摆设。“村里不管，大门紧锁，时间一长不就
坏了吗？”

而有的村民则质疑“小农水”设置的不科学
性。黄天运认为，他家的耕地南高北低，水泥墩
设在北侧，加重了灌溉的难度，使用起来很不方
便。

白沙河桥畔晾晒麦子的村民则觉得，因为白
沙河东的土地已经承包给了菜农搞蔬菜基地种
植，村里没有管理的“动力”，所以闲置至今。

榆林村的情况与齐格庄相似，花费巨资修建
的“小农水”，从建成那一日起便被闲置。在抗

旱情势如火如荼的现下，显得格外“扎眼”。
庙前河村与杜格庄村，“小农水”改造也自

建成日便被“废弃”。杜格庄村“小农水”工房
被闲置一年有余。村民杜日生(化名)每每在田间
劳作，看到工房和水泥墩便来气，“有这个钱干
什么不好？干这事一点用都没有。”记者还发
现，有的田间的水泥墩已经被毁，水管裸露在
外。村民对此并不以为意，“修它干嘛？本来就
没用嘛！简直就是劳民伤财。”

记者走访的5个村庄中，唯一例外的是西村
庄。西村庄的“小农水”泵，树立在距齐格庄村
水泵南500米的对岸。记者来访时，正有一辆挖
掘机在挖掘河床，以便让坑洼的水流往泵站的取
水池。附近村民告诉记者，西村庄将水泵的管理
工作委托给了一位村民，由他负责水泵的维护和
保养，因此西村庄的“小农水”才能正常运转至
今。“虽然中间也发生过水管破裂的现象，但都
维修好了。”

“等河里有水了就能用了”

作为国家重点投资建设的“小农水”项目，
其初衷是为了在农村灌溉和抗旱中发挥中流砥柱
的作用，为农民群众的生产提供便利。而在海阳
市行村镇几个村庄采访发现，因为疏于管理，
“小农水”项目一落地，便成为花瓶式的摆设，
徒有其表而无其里，直接被农民群众抛弃。

记者了解到，海阳市此前刚被评为“小农水
建设先进县”。如果从建设的进度和规模上看，
海阳市的确可以称得上成绩出色。但一个项目能
否真正发挥功效，成为农民群众抗旱救灾的助
力，还需要后期的管理和维护。按照村民们介
绍，因为缺乏管理，行村镇部分村庄的“小农
水”已经丧失功能，造成了资源的浪费。而类似
的“未使用即报废”的“小农水”项目，在山东
省其它地区也曾发生过。

6月23日，记者致电行村镇政府。接电话的
行村镇政府工作人员表示，“小农水”项目由一
位初姓镇长负责。记者随即致电初姓镇长，其表
示自己并非镇长，只是管水利的。而对于“小农
水”被闲置一事，这位初姓工作人员表示建成之
后，“小农水”就交付给村庄管理。“每个村都
有管理的，不存在没管理的情况。”而对于无法
抗旱抽水，他表示“现在河水都干了，‘小农
水’根本抽不了水，肯定用不了。”

“等到河里有水了，自然就能用了。”

□记者 鲍青 报道
海阳市行村镇杜格庄村西，田地里的“小农

水”设施已经被破坏。而图中黑色则是秸秆燃烧
的痕迹。

“小农水”，是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简称。
而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是把所有的小农水项目
汇集，由县一级统一规划设计建设的一种方式。
2009年开始，国家实施的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
设，全称是“全国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

小型农田水利设施既是农业基础设施的重要
组成部分，也是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重要前
提条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基础保障。针
对我国小型农田水利设施普遍老化失修、效益衰
减的问题，2005年中央财政设立了小型农田水利
工程建设补助专项资金，以“民办公助”方式，
支持各地开展小型农田水利建设，并取得了一定
成效。

（□鲍青 整理）

何谓“小农水”？

■ 新闻链接

6 月 7 日 ： 3 版 《 “ 爸 妈 ， 快 回 来
啊！”》，文中第4段第4行“他要给父母上
柱香”，“柱”应为“炷”。

7版《<拼凑梦想>：清爽励志鸡汤》，
文中倒数第3段第3行“不明就地的骄傲”，
“就地”应为“就里”。

6月5日：4版《“高考标语”何必写得
杀气腾腾》，文中第2段第9行至第10行“暂
时的领先并不等就一定能笑到最后”，“并
不等”应为“并不等于”。

6月2日：5版《希望“最严控烟令”
长出掐灭烟头的手》，文中末段第 5行
“……完善的控烟法治体系”，“法治”应
为“法制”。

6月1日：7版《阳谷巧“牵”市场之手
助推美丽乡村》，文中第1部分第2段第3行
“臭气连天的坑塘治理干净了”，“臭气连
天”应为“臭气熏天”。

□海阳市热心读者 曲延纯
6月6日：7版《鲁能中超继续领跑》，

文中第1段倒数第1行“山东鲁能队以8胜2负
3平12净胜球26积分暂居积分榜首位。”“8
胜2负3平”应为“8胜2平3负”。

□滨州市热心读者 张玉军
6月5日：10版《让思想和数据共同起

舞》，文中第3栏倒数第1段第1行至第2行
“大数据将趋动人类发展的大未来”，“趋
动”应为“驱动”。

□济南市热心读者 黄贻生
6月2日：7版《薛城评议百个科室消除

“中梗阻”》，文中第1段倒数第2行“共服
务类30个”，应为“公共服务类30个”。

□平邑县热心读者 周广清

读者纠错

■ 火眼金睛

宁阳县泗店镇前辛村承包地被误挖

将会依法妥善处理
□记者 鲍青 报道
本报讯 《大众日报》在5月31日读者

版上，刊登了《承包地被挖维权陷困局》的
稿件，对宁阳县市民张辉在泗店镇前辛村承
包的0 . 57亩土地被挖一事进行了曝光。稿件
见报后，宁阳县金砂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金砂公司)立刻着手调查解决。

金砂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因为事先不
知晓土地所有人与承包人之间后来达成的承
包协议，在土地整治施工中将原先属于整治
片区的该土地给挖掘了。

在土地承包人开始上访后，金砂公司已
经立刻停止了对该土地的挖掘，并承诺恢复
原状。但在有关赔偿的细节方面，金砂公司
与土地承包人之间未能达成一致。

金砂公司表示，对于该承包地的赔偿，
他们将按照国家标准妥善处理。但对于超出
标准的额外赔偿要求，该公司则表示无法理
依据，“不予支持”。

成武县富达小区C区13号楼

变压器噪音影响生活
手机号为1599……的读者反映：我们是

成武县富达小区C区13号楼的15户居民。我
们楼前被开发商安置了3个变压器，因为距
离太近，3个变压器工作时发出的低沉噪
音，严重影响了我们业主的生活。为此我
们也曾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过，希望开发
商能将变压器迁走，但迟迟没得到满意的
答复。希望当地有关部门能重视民生合理
诉求，从业主身心健康考虑，切实维护我
们的合法权益。

枣庄市台儿庄区阳光家园

商铺占道影响出行安全
手机号为1396……的读者反映：我们是

枣庄市台儿庄区阳光家园的业主。在我们小
区沿街的一些商铺，长期存在着严重占道经
营的行为，且乱搭乱建现象突出。一些商铺
甚至将帐篷建在了马路上，严重影响了城市
形象和市民出行安全。我们多次向有关部门
反映，但一直被推诿就是不依法采取实际行
动。希望当地有关部门能严格执法，杜绝此
类占道经营行为泛滥。

■ “三线”环境专项治理曝光台

滨州市北外环、中海北路

建筑垃圾屡见不鲜
□ 本报记者 鲍青

如果说城区内部在政府部门规划指导、有关
人员集中出动、环卫人员平时维护之下，已经拥
有较为靓丽的生态环境的话，那么一些正在开发
的城区边缘地段，却因为缺乏管理和检查机制，
成为建筑垃圾堆积的“乐园”。6月28日中午，
记者沿着滨州市北外环和中海北路调查走访时发
现，此处的路边建筑垃圾情况令人忧心。

有市民觉得，建筑垃圾堆积路边，只要离自
己工作和生活的区域不那么近，影响就不大，清
理的必要性也不强。但事实却是，虽然建筑垃圾
只是在路边，却严重影响了城市形象和路边环
境，相关整治已经迫在眉睫。

例如，在滨州市北外环源泰混凝土公司门前
的沟渠边，就有大量的砖瓦残留。附近群众告诉
记者，这些建筑垃圾堆积企业门前的现象相当普
遍。“连上海大众在滨州的4S店门前都有建筑垃
圾，何况一些小企业呢。”接下来，记者的确在

北外环上校动转轴、志龙汽修和上海大众等企业
门前，看到或多或少的建筑垃圾存在。市民李双
华(化名)觉得，企业门口有垃圾在当地非常普
遍，如果要治理的话需要政府下决心。

与滨州市北外环交界的中海北路，因为尚处
于开发阶段，建筑垃圾的堆积情况相较北外环更
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例如在与北外环的交界处，
就有成堆的建筑垃圾在道路西侧。因为人迹罕
至，这里的建筑垃圾并未引起周围群众的反感。

从滨州市中海北路往南行，可以到达一处名
为中海福邸的在建小区。这个小区规模挺大，产

生的建筑垃圾数量自然可观。该小区对面的大片
绿地，已经被一堆堆建筑垃圾所覆盖。“你看这
建筑垃圾，规模有多大。但一直就没人管理，放
在这里影响城市形象。”同行的出租车司机说
道。

因为中海福邸小区正对着滨州中海风景区，
这里的建筑垃圾堆积的现象引发了部分市民的担
忧。有市民提出，应该加大对在建小区建筑垃圾
的集中管理，建章立制，要求他们负责建筑垃圾
的清运工作，而不是任由他们将建筑垃圾随意丢
弃，进而影响市容污染环境。

编者按
在各方积极努力下，山东省农村生活垃圾清理工作已取得明显成效，受到广大群众的好评。但作

为环境治理的一大重点难点，公路、铁路和河流沿线的垃圾清理工作，却因为重视程度不足、清理动
力缺乏等一系列原因而出现“盲区”。

为总结经验、把脉问题、研究对策、再鼓干劲、再加压力，《大众日报》特推出“‘三线’环境
专项治理曝光台”专栏，对省内公路、铁路和河流“三线”的垃圾进行集中曝光，督促各地积极整
改，帮助“三线”环境治理取得实效。

欢迎广大读者积极提供新闻线索。“三线”环境专项治理曝光台举报热线电话是：0531—
85193911。

□ 本报记者 赵丰

泗河，又名泗水，发源于蒙山腹地
新泰南部太平顶西麓，干流159公里，至
曲阜市和兖州市边境复折西南，于济宁
鲁桥镇注入京杭大运河。

6月28日下午，记者刚走到泗河兖州
南大桥附近，就闻到一股臭味儿。“这
是垃圾腐烂的气味。”在泗河南大桥西
侧附近钓鱼的高铭(化名)告诉记者，“河
边都是垃圾，什么都有。”

高铭来兖州工作刚几个月的时间，
由于十分喜欢钓鱼，他经常来这里钓
鱼。然而，每次满心欢喜来钓鱼的他，
总要先屏住呼吸，“冲过”这道由垃圾
腐败变质气味组成的“封锁线”。

在泗河南大桥西侧附近的这片水
域，记者观察到，从河堤到水面，充斥
着各种各样的垃圾。有玉米皮、塑料
袋、食物残渣和动物死尸等生活垃圾，
也有建筑废料等建筑垃圾堆积在一起。

“泗河南大桥西侧是一个类似农贸
市场的地方，附近的商户和住户都把生
活垃圾丢在这里。”在距离大桥不远处
散步的王云(化名)告诉记者，“东侧的垃
圾更多。”

随即，记者来到泗河南大桥东侧。
刚走下桥面，就看到一位妇女正在沿河

堤倾倒玉米皮和其它生活垃圾。“原来
我都是倒在这里的。附近的人也是把垃
圾倒在这里。”该妇女解释说。

据记者了解，泗河南大桥东侧，是
兖州市兴隆庄镇。靠近大桥的地段上有
该镇的不少商户和住户，因此，大桥东
侧堤岸处的生活垃圾更多，腐败的气息
更为浓重。

在垃圾堆的边上，记者发现了一块
警示牌，“此处严禁乱倒垃圾，违者罚
款500元”，立牌单位为“兴隆庄镇人民
政府”。在泗河南大桥的西侧，记者也
发现有泗河管理处树立的警示牌，分别
写有“为了你和他人健康，预防蚊蝇传
播疾病，勿倒垃圾”和“禁止倾倒垃
圾”。

为何立了这么多标识牌，甚至“祭
出”了500元罚款的狠招，仍难止倾倒垃
圾的恶习？一位在外打工多年的兴隆庄
镇居民向记者表达了看法：“镇上没有
垃圾桶，甚至有的小区也没有垃圾桶，
没有地方收垃圾，只好扔到河里。”

记者在大桥两侧人员集中的区域往
返几次，没有发现一个垃圾桶。在兴隆
庄镇的某些街道，赫然有四五个垃圾堆
一字排开，堆在路的一侧。

采访临近结束时，记者又来到高铭
钓鱼的地方。“噗通一声”，突然从桥
上“飞下”一个仍盛有不少水的矿泉水

瓶。不一会儿，矿泉水瓶就随着涟漪漂
到了岸边，和水边的垃圾合在了一起。

泗河兖州南大桥河段垃圾遍地，成“天然垃圾场”

没有垃圾桶 垃圾河里倒

□记者 鲍青 报道
滨州市中海北路中海福邸小区门口，建筑垃

圾规模可观。

□ 本报记者 鲍青

目前，山东省正在对公路、
铁路和河流三线的生活、建筑垃
圾进行专项清理。记者于6月25
日出差聊城时观察发现，由聊城
火车站沿铁路线往北行，一路时
常能见到堆积在铁路线附近的生
活或建筑垃圾。

例如，在京九铁路跨线桥附
近，就有一堆堆的生活垃圾聚集
在铁路防护网外。铁路跨线桥北
白家洼村的王富强(化名)告诉记
者，这些生活垃圾大多是附近村
庄的村民扔到这里的。“虽然靠
近铁路线，但离村子最远，放在
这里平时看不见，比较合适。”
因为距离村庄较远，这里成了乡
村环境综合治理的“盲点”。
“距离远，没人去清理，附近几
个乡村都是这样。”

除了村庄外围有生活垃圾
外，建筑垃圾的踪迹同样可寻。
铁路线沿跨线桥往东，在尚东新
邦小区的南面，就藏着一处收存
垃圾的简易建筑物。因为地处偏
僻，这处垃圾收集处无人问津。
因此，这里存在的垃圾也并未在

相关治理工作中受到注意。
虽然铁路线附近垃圾距离村

庄远，不容易被人发现，但沿着
铁路线分布却依旧产生了一定的
负面影响。记者乘坐火车时，附
近的乘客在点评聊城市农村地区
经济社会落后时，所举出的例子
便是以“铁路线附近的农村还是
垃圾成堆”为佐证。

□记者 赵丰 报道
图为附近住户刚刚倾倒于此的生活

垃圾。

聊城火车站往北沿线铁路

垃圾亟需清理

□记者 鲍青 报道
聊城市铁路下收集垃圾的小

白房，其北是尚东新邦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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