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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石如宽

8月18日，寿光市田柳镇郎家营村，菜农刘
福涛在大棚里使用抽水泵排除积水。“雨水早
排干净了，主要是现在地下水位高，还在往上
返水，我正在加紧排水，争取早日让大棚达到
种植条件。”刘福涛说，去年水进棚，今年保
住了。

刘福涛家里种着两个大棚，去年灾情发生
时，遭遇强降雨，再加上离村不远的张僧河河水
溢坝，村里的沟渠出现积水且难以排出。他家的
一个大棚因积水时间长，受损较重。郎家营村不
少大棚是因在积水中浸泡时间较长而墙体倒塌，
农田、养殖场等不同程度受灾。

今年，台风带来的降雨较去年更急，上游泄
洪量更大，郎家营村的情况如何？

“去年排水不及时，村里不少大棚倒塌了。
今年全村没一个大棚倒塌，这多亏了村里提前通
知让我们加强了防范，再加上排水沟渠清淤、修
建做得好，我们才没有受灾。”刘福涛说。

去年灾情发生后，郎家营村投资90万元，对
村庄周围沟渠进行了清淤治理。同时，修建了一
条600米长，内径1 . 2米、外径1 . 44米的排水管
道，完善了村庄排水管网。

今年台风到来前，寿光市、镇两级提前进行
了预警，镇、村也都制定了应急预案，准备充
分。

“我们种棚户都提前架好了水泵、水带，一
直铺到大棚附近的排水沟中，这样能及时排
水。”刘福涛说，大雨到来的当晚，大家伙儿都
坚守在自家大棚中，只要发现大棚前出现积水，
就立即启动水泵排水，等雨停了，雨水也快排清
了。

“党委政府安排得早，我们村准备了十余台
大功率水泵、吨袋、编织袋及大型机械，全面做
好了抗击台风的准备。”郎家营村党支部书记刘
福昌说。

在2018年的“温比亚”台风中，寿光市上口
镇西广陵村受灾严重，种植户宋金贵损失了两个
大棚和一棚即将上市的葡萄。当时，宋金贵拿着
被毁掉的葡萄哭了。今年，超强台风“利奇马”
过境，再次引发寿光洪水灾害。宋金贵的葡萄园
如何呢？

8月15日上午，上口镇西广陵村北边，宋金
贵的葡萄大棚外的地面基本干了，里面大部分积
水已经退去，地面还比较泥泞，过道上铺着些塑
料纸。葡萄架上挂满了一串串即将成熟的大葡
萄，长势非常好。

“今年没有受灾，多亏了新加固的弥河大
坝，我们这边没有进来洪水，棚里的积水主要是
下大雨造成的，最高的时候到膝盖，因为政府给
修整了排水沟，很快就排出去了，对葡萄基本没
啥影响。”宋金贵说。

这一次，弥河大坝加固后经受住了考验，地
处下游地势低洼的上口镇没有出现一处险情，由
降雨导致的积水很快排净，宋金贵的葡萄大棚也
完好无损。

宋金贵原本有三个大棚，在去年的洪灾中，
两个被冲毁，另一个虽然保住了，但里面的积水
深达2米多，没过了所有的葡萄架，即将成熟的
葡萄全部遭了殃，颗粒无收，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20多万元。后来，在政府部门的帮助下，宋金贵
清理了被冲毁的大棚，只留下了现在的这个，占
地约2亩。

8月10日、11日下雨期间，宋金贵和老伴日
夜守在大棚里，一边查看汛情一边排水，一刻都
不敢放松。“害怕呀，害怕再出现去年的情况。
饭也顾不上吃，觉也不敢睡，就这样守着一直到
雨停，庆幸的是，大坝重新加固经受住了考验，
洪水没有进来，我们的家和大棚都保住了。”宋
金贵说，“我这葡萄已经快熟好了，今年的活总
算没白干。”

据上口镇副镇长、广陵总支书记赵新法介
绍，过去的一年里，镇上、村里一直没闲着，清
理河道、疏通排水沟，修建加固水利工程，避免
了村民再次遭受洪水灾害。

8月16日，洛城街道南范村，菜农韩素青在
大棚内对黄瓜苗进行扶正。今年，韩素青棚里只
有地势稍低的西边进了一点水，东边大部分地方
的土还是干燥的。“这次多亏修建了排水渠，村
里和棚里的水直接排进水渠，最终进入管网，不
再倒灌渗水，比去年损失减少了很多。”韩素青
说。

在去年，韩素青的大棚积水较深，十多天时
间才排出去水。

□记者 戴玉亮 石如宽 报道
本报寿光讯 8月12日至18日这周，寿光农

产品物流园蔬菜价格定基指数为117 . 43点，较上
周107 . 67点上涨9 . 76个百分点，环比涨幅9 . 1%，
同比跌幅9 . 1%。

监测的10大蔬菜类别指数中，7类指数上涨1
类下跌2类持平。其中，上涨明显的类别是叶菜
类、瓜菜类、茄果类、白菜类，环比涨幅分别是
17 . 3%、16 . 6%、14 . 4%、13 . 2%。下跌的类别是菌
菇类，环比跌幅3 . 5%。葱姜蒜类和水生类持平。

蔬菜价格指数持续上升，主要原因有三个方
面。一是台风“利奇马”登陆后，全国各地降雨
频繁，多个蔬菜主产区受到不利影响，收购价格
上涨，促使蔬菜价格整体走高。二是持续的降雨
使高温天气得到缓解，经销商对蔬菜需求加大，
市场交易活跃，带动价格上扬。三是不良天气的
到来使原本处于低产期的寿光本地菜供应量更加
紧缺，多数蔬菜价格明显上涨。

8月19日至25日这周，降雨、高温天气减
少，对蔬菜生长较为有利，各地蔬菜出产量继续
增加，市场供应量宽松，预计蔬菜价格指数将会
有所下滑。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8月17日上午，寿光市卫生健康局60多名干
部职工来到营里镇杨柳村，把200箱“家庭
包”送给受灾群众。“家庭包”里装的是吃
的、盖的、用的等生活必需品。

杨柳村水退后，需要防疫消毒。在清理卫
生的同时，卫健局人员还指导群众进行防疫。
他们将药品发放到户，嘱咐家家户户开展翻盆
倒罐灭蚊蝇行动。对于大街小巷犄角旮旯，包
村人员背起喷雾器逐一消杀。

8月14日，寿光市委、市政府从全市选派
10个镇街、86个部门、52家金融机构和企业，
共计148个单位，对纪台、稻田、营里、羊口4
个镇的76个村庄进行分工包靠，帮助受灾群
众渡过难关，尽快恢复生产生活，重建美好
家园。

杨柳村的吴圣德是屯粮大户，有60多万斤
的小麦需要紧急晾晒。8月16日下雨，17日晴
天，卫健局包村人员和其他单位包村人员以及
志愿者帮助吴圣德将麦子晒到了马路边上。村
里其他几位屯粮大户，也在包村人员的帮助下
将粮食晾晒在路上。

“有了大家伙儿帮忙，粮食有了指望。”
吴圣德说。

在纪台镇丁家尧河村，积水退去，群众从
纪台二中安置点陆续返回，收拾家园。村庄的
道路泥泞，被水浸泡的房屋院落满目疮痍，大
棚还在水中浸泡。

寿光市信访局干部来到丁家尧河村后，帮
助协调排水，打扫房屋院落。在村民丁培营家
中，信访局干部对该户进行了重点清扫。有的
干部浑身沾满泥浆，有的干部手脚红肿。村民
丁位强不慎将脚磕伤，连日劳作加重了他的伤
势，行动不便。信访局入户包靠干部冒着大
雨，把他送到东城医院紧急救治，及时控制了
伤情。

8月15日7点半，寿光市农业农村局召开救
灾包靠工作会议，抽调54名党员干部，成立了
营里镇东黑村和纪台镇铁匠村2个救灾包靠工
作组。

受洪水侵袭，东黑村街道上淤泥堆积。15
日上午，寿光农业农村局工作队员一进村，就
拿起铁锹、扫把，配合垃圾清运车和机械开展
卫生清理。同时，包靠人员分组入户安抚群
众，配合畜牧防疫部门处理溺亡畜禽，消毒防
疫。到8月15日晚上6点，农业农村局包靠人员
累计配合清运淤泥垃圾500余吨，入户安抚群
众109户。

在铁匠村，寿光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调度
机械和人员，对村内的进水育苗场进行排水排
涝，安排技术人员对受灾大棚进行技术指导，
鼓励开展生产自救。

8月15日，上口镇特遣支援小队20人带领机
械车辆6部，到达营里镇东北河村，清理村
委、街巷的垃圾和泥浆，并迅速对养殖区进行
无害化处理，开展大棚区排水、防疫消杀等工
作。

鉴于东北河村受灾情况，上口镇党委政府

增加救援队伍，应急救援队增至800人，机械
车辆40部。上口镇广二村党支部书记李松军，
因下雨路滑不慎跌倒，简单处理伤口后，拿起
铁锹又钻进了胡同里。

看到应急救援队的到来，当地群众自发参
与到抗灾救灾中，与包靠人员一起推机械、扫
垃圾。8月17日，东北河村干净了，巷子也通
畅了。

8月16日，寿光市商务局组织物流园、佳
乐家等单位共46人到纪台镇桃园村，与镇村干

部一起，进行灾后卫生整治活动。
桃园村路边杂草丛生、淤泥堆积，商务系

统干部职工深入大街小巷，对路边淤泥进行平
整，将道路上杂草铲除，并集中清理运出。当
天，共清理2条主干道、4个次干道。

寿光市委包村工作会议结束后，8月15日
凌晨，寿光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立即制定了包村
工作方案，成立包村工作领导小组，选调20名
基层工作经验丰富的同志进村包户。当天，包
村干部便进驻纪台镇耿家村。

耿家村址是原来水库的地基，地势低
洼，排水不畅，村民们的大棚都进了水，当
务之急是畅通村周围排水沟渠，加快积水抽
排速度。

耿家村村东头的园区路沟渠是积水外排的
主要渠道。但由于沟渠中部一户村民阻挠施工
致使水流不畅，周边菜农情绪激动，强烈要求
解决难题。包村人员带着挖掘机直奔“肠梗
阻”位置，在清场后，挖掘机将水中建筑垃圾
等障碍物频频抓起，南段的积水随之北去。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随着恶劣天气消退，各地的蔬菜逐渐恢
复以后，蔬菜供应会自供自足，价格会持续稳
定，保持在一个合理的区间。”寿光地利农产
品物流园价格指数中心负责人隋玉美说。

寿光是“中国蔬菜之乡”，台风过后菜价
是否会出现波动，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记者
从寿光市有关部门和中国（寿光）物流园等相
关方面获悉，受台风暴雨影响，蔬菜在交通运
输、货源采收等环节变得困难，导致集散速度
放缓，近日蔬菜平均价格上涨一角钱，但比去
年同期还低三分钱。

寿光市冬暖式大棚一共有14 . 6万个，这次
有部分大棚不同程度进水受灾。但由于去年以
来，寿光大搞农田水利建设，整个棚区的管网

比较健全，沟渠相连。因此，灾后寿光大棚排
水排得比较快，目前大部分大棚的排水已经完
成。

据介绍，在食品安全约束日益趋紧和寿光
自身努力打造产业竞争力品牌等因素带动下，
寿光蔬菜的品质较以前显著提升，但受近年来
全国各地发展蔬菜产业的影响，寿光蔬菜的规
模和数量在全国的占比呈下降趋势。

“寿光设施蔬菜种植面积占全国的1%。
因此，从影响市场的角度看，这些大棚进水
受灾，不会对当地和全国造成太大波动。”
寿光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李秀欣说，汛情期
间，寿光成立专门蔬菜市场稳定供应协调
组，加强对蔬菜市场价格的实时监测，切实
稳定市场预期。

“随着台风过去，物流园正积极统筹调

配蔬菜 货 源 ，蔬菜 供 应 将 会 得 到 迅 速 保
障。”寿光地利农产品物流园总经理助理国
明茜说。

寿光市长赵绪春说，从商场超市蔬菜平均
价格来看，现在与灾前8月9日相比差别不大，
与往年相比价格变化符合本季节市场规律，市
场基本未受影响。随着各地蔬菜大棚逐渐恢复
定植，蔬菜价格会持续保持稳定。

国家统计局曾在去年9月做过一次统计，
数据显示，全国蔬菜年产量约为8亿吨，寿光
蔬菜产量约占全国的0 . 56%，灾害导致的蔬菜
产量减少仅占全国蔬菜产量的0 . 04%，对全国
蔬菜供应基本没有影响。

寿光市场“买全国、卖全国”，是价格形
成中心和物流集散中心，本地菜仅占日交易量
的5%左右。当前是寿光本地大棚的休棚期，百

分之八九十的大棚还没有定植蔬菜，本地菜源
紧俏，进一步凸显了外地菜的主角地位。

在寿光孙家集一处蔬菜收购点，赵广庆正
在收购黄瓜、丝瓜。“现在菜农多数在闷棚，
收购的菜少，这很正常。就是没有洪水，现在
大棚也是休棚期，每天收不了多少菜。”赵广
庆说。

“现在物流园主要以外省菜交易为主。所
以，这次暴雨对于我们的交易来说整体影响不
大。”隋玉美说。

8月17日早上，寿光地利农产品物流园，
各种拉菜的车辆穿梭其中，商户们忙着交易。
商户王保全从河北拉来的芹菜批发价为1 . 3元
每公斤。“我们的菜主要从外地运来，河北
的、内蒙的、福建的，供应跟得上，菜价不会
大幅波动。”王保全说。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8月15日，暴雨后的第三天，寿光市洛城
街道刘黄路，道路干干净净，路边的排水口还
放着几条空瘪的水龙带。南范村村民范来德在
路边经营蔬菜合作社，听说台风预警后，他就
准备了沙袋。“雨水很大，但都通过地下管网
排出去了，沙袋没派上用场。”范来德说。

去年8月，“温比亚”台风来临时，范来
德的蔬菜合作社停止了营业。“整条路上都是
排水管，路成了沟渠，店就没法干了。”范来
德说。

“正是有了地下管网，刘黄路才不至于受
灾，群众排水才有了‘出路’。”南范村党支
部书记范全德说。

去年灾后，洛城街道规划实施排涝面积约
1 . 5万亩的农田排涝工程，建成了“四横三
纵”七条骨干排水沟。其中，刘黄路地下管网
全长3 . 2公里，与沿途棚区地下网络相连，通
过主管道，最终流向城市管网。

去年洪灾时，308国道纪台镇路段，路两

侧都排了密密麻麻的水龙带。道路成为排水
渠，车辆一度无法通行。今年还是这段路，也
是台风造成的洪灾，但车辆通行顺畅，不见积
水。

东方东村村民李秀芳把大棚的积水排到
308国道边上的沟渠内。“这个沟渠是暗渠，
棚里的水排到这里，然后流向丹河。”李秀
芳说，水排得出去，菜农心里就不太着急
了。

李秀芳家大棚所处区域较洼，为改善该区
域易涝问题，寿光市投资完善该区域水利管
网。纪台镇规划了“四横六纵”的农田排涝体
系，投资2 . 27亿元，建设了总长度172 . 5公里的
排涝管网。

自去年12月开始，寿光在全市范围内组织
实施了道路排水设施工程建设，构建道路排水
与其他水利工程互联互通的排水网络，先后建
成了254公里的骨干水网和1018公里的县乡道路
排水工程。

“这些管网，实现了大棚积水由棚入管、
由管入沟、由沟入渠、由渠入河、由河入海的

互联互通，加快了大棚区和受涝农田的排水速
度和效率。”寿光市水利局局长燕黎明说。

8月16日，寿光市洛城街道梁尧农业园
区，马前村村民马文明在大棚里为黄瓜落秧
子。前天他刚摘了400多斤黄瓜，收入1200多
元。

马文明家的大棚位于梁尧农业园区最东
侧，5米外就是整修加固的丹河堤坝。“都是
这座堤坝的功劳，雨水那么大，泄洪量这么
大，大棚没受什么影响。”马文明说，要是堤
坝没有加固整修，新建的大棚就危险了。而在
2018年洪灾中，他家的大棚因河水漫坝被淹。
去年，马前村150个大棚因为河水漫灌被毁。
而今年新建的80个大棚，一个也没有进水。去
年马前村丹河堤坝的高度在2米半左右，宽度3
米。今年，整修加固后，坝高加了1米，坝宽
加了4米。

2018年洪灾过后，寿光投资36 . 12亿元，建
设弥河丹河防洪治理工程，疏通了河道，加固
修高了堤坝。

“多亏修了堤坝，我们村今年没有进

水。”上口镇口子村村民李继广说。去年口子
村整个村都进了水，村民的家具、电器、被褥
等，都浸泡在水中。今年，寿光在羊田路西侧
新建了一座坝高六七米的新弥河河坝，疏通了
河道。在口子村段共有3个涵洞，都改造安装
了电动闸门，现场安排值班人员，可根据实时
情况随时关闭闸门。同时在新建河坝，安排专
门人员蹲守。

“口子村一共1138户村民，南北53排房
子，今年没有受到洪水灾害。”上口镇广陵片
区片长刘勇说。

受台风“利奇马”影响，8月10日上午9时
至13日上午6时，化龙镇降水369 . 7毫米，为寿
光降水量最大的镇街之一。但化龙镇镇区及各
村均未形成内涝，雨水即下即排，域内雨水全
部通过村内排水沟排入县乡干道排水沟渠，最
终汇入王钦河、乌洋河、龙泉河、伏龙河等镇
域内主要河道。

“在全市水利工程带动下，我们精心织就
全域水网，成功抵御最强降水。”化龙镇党委
书记韩效启说。

寿光本地菜份额有限，且大部分大棚处于闷棚期

台风过后菜价稳定

织就全域水网，成功抵御最强降水

寿光水利工程立下大功

寿光选派148个单位包靠76个村

灾后，包村联户在行动

□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报道
本报寿光讯 8月14日，寿光营里镇王家

柳杭村，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寿光
支公司理赔员巩磊正在查勘村里玉米的受灾情
况。

王家柳杭村地处弥河西岸，受台风影响，
不少已抽穗的玉米被淹或倒伏。王家柳杭村村
干部王秀凤说：“今年全村1200多亩玉米地全
部上了保险，老百姓心里有底了。”

为减少农户损失，帮助尽快恢复生产，寿
光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牵头全市各保险公司

迅速启动重大灾害理赔应急预案，开通24小时
接报案电话，加快查勘定损，积极帮助农户做
好灾情核查和理赔工作。

2019年，寿光市推行的政策性农业保险主
要有玉米、棉花、大豆、温室大棚、育肥猪、
能繁母猪和奶牛保险等。玉米、棉花、大豆保
险，各级财政补贴保费80%，农户自缴20%。温
室大棚保险为地方特色政策性保险，各级财政
补贴保费50%，农户自缴50%。由于去年寿光市
被列为受灾严重县市，在温室大棚保险上，三
年内，各级财政补贴金额调整到65%，农户自

缴降为35%。政策性养殖险有育肥猪保险、能
繁母猪保险和奶牛保险，各级财政补贴保费
80%，农户自缴20%。

今年，寿光玉米投保面积48 . 95万亩，棉花
投保面积4 . 34万亩，大豆投保面积2582亩，大
棚投保面积5 . 86万亩，育肥猪入保239901头，
能繁母猪入保7501头，奶牛入保4160头。截至
目前，寿光市累计接到报案1318起，出动查勘
车辆664车次、查勘人员823人次。目前首批大
棚理赔款3 . 4万元已到账，首批养殖险也已赔
付到位。

寿光农业保险理赔工作全面展开

□石如宽
戴玉亮 报道

台风过后，寿光选派
148个单位，对76个村庄
进行分工包靠，帮助受灾
群众渡过难关，尽快恢复
生产生活。

图为包靠干部为受灾
村清理卫生。

“去年水进棚，

今年保住了”

各地降雨频繁

周指数环比涨同比跌

■中国·寿光蔬菜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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