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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水爬坡100公里变“甘霖”

26日晚的大雨，与六合失之交臂。这
里的抗旱没有丝毫喘气的机会。

滁河一路东流，在六合龙袍与扬州仪
征交界处入江。在红山窑段，记者却看到
滁河逆流向西的少见景象。

8月24日上午11点，距滁河入江口
12.8公里，红山窑水利枢纽2台水泵开足
马力，以每秒20立方米的流量将下游江水
抽到上游河道。连日来，长江南京站水位
降至3.5米左右，滁河水位却维持在7米左
右，这全靠这处重点水利工程“引江入滁”。

六合区水务局防汛防旱管理中心主任
于敏荣是位“老水利”，他说过去28年都没
见过这么重的旱情。他掏出一张全区水系
图铺在汽车引擎盖上，把主要河道指给记
者看，上面密密麻麻的河网他如数家珍。

作为六合的母亲河，滁河像一条主动
脉，串联起毛细血管般的支流河道。红山
窑是滁河上的“咽喉”，由泵站、节制闸、船
闸等建筑组成，设计灌溉流量50立方米/秒，
是六合区水利史上最大的水利枢纽。从6
月份起，红山窑便开闸引潮，为上游补水
7000 万立方米，随后又开动水泵补水
6700万立方米，将滁河水位慢慢“顶”高，
这样全区每个街镇村就有了灌溉水源。“截
至目前，前后加起来引水量达1.37亿立方
米，大约相当于1.5个金牛湖。”于敏荣说。

从红山窑沿滁河向西北，江水继续逆
流而上，为沿途万亩良田“解渴”，经过60
多公里的长途跋涉，到达滁河一级支流皂
河。在竹镇大泉村耿跳下泵站，水泵以每秒
1.4立方米流量，将皂河水抬高到22米高的
山坡上。爬上山坡，只见水渠里水花翻滚，
水声潺潺，继续向六合北部山区奔流。

大泉村属于丘陵岗坡地，连日干旱，
皂河河床几乎见底。中午12点，烈日当
空，地头的玉米秆一片枯黄，干燥得像柴
火。“村里年轻人少，前几天清理疏通河
道，都是五六十岁的劳力上场，今天镇里
派来了挖掘机，效率高多了。”竹镇镇水利
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陈可清说。这几天
村里到处机器轰鸣，一排排抽水机“伸长
鼻子”从河里汲水，村民们连夜不停取水
浇地，忙得像打仗。

“看到长江水送到家门口，大伙心里
就踏实了。”种植大户潘朝玉承包土地450
亩，正值水稻抽穗扬花，稻田急需灌溉。
有了源头活水，他这两个月已经取水灌溉
农田5次，汗湿的衣服就没干过。“浇得及

时，稻穗就能抽得长一些；浇迟了，稻穗可
能就短一些。预计今年总体影响不大。”

耿跳下泵站是第二级翻水，再经新
河、乌山、下姚泵、朱营等泵站，最多要经
过7级翻水提灌，六合最北边的田地就可
以“喝”上长江水。粗略一算，从入江口到
六合北部山区的竹镇马鞍，长江水一路翻
山越岭，行程近100公里，从海拔3.5米爬
到了海拔36米高。

如果从高空视角看，这一过程像“长
藤结瓜”——多位老水利人给记者打了一
个极形象的比喻。长江水沿滁河河道向
北，灌满毛细血管般的河道水系，这个过
程既像一棵树散开枝叶，也像长长的藤上
结出了瓜——瓜指的就是一个个“长大”

的水库池塘。
“只要滁河不断流，抗旱抗到天低

头。”一代代六合人都流传着这样一句顺
口溜。全区各街镇近年来不惜成本修筑
水利工程，基本已没有“望天田”。只要滁
河有水，陈可清和村民们就不怕干旱。

调度251座水库
组成“超级大水缸”

连续多日的高温红色预警，持续挑衅
大地的忍耐度。8月23日，驾车沿溧水区
毛公铺路往南，记者一路遇到不少低水位
的小水塘，有的“被抽干”，有的“快被晒
干”。龙头水库露出一片龟裂的河床，圩

堤上黄黑分明的水线痕表明，原本水库水
位比当前高出约4米。

让人感到欣慰的是，远远望去，水库南
边近3000亩的“南粳46”水稻，满目碧绿，
长势喜人。“今年特别热，但光照条件比往
年好，水稻也长得好。”沈明头是远近有名
的种粮大户，2013年起，他便承包了这块
地种水稻。沈明头清楚，若不是有龙头水
库给水稻“解渴”，田里肯定是另一幅景象。

约200亩的龙头水库是附近农田灌
溉的主要水源。一个月前，沈明头就发现
水库水位开始降到灌溉引水口以下，提前
装设的9台水泵派上用场，持续为田里输
送“解渴水”。

“这要是过去的生产条件，就是有水
也不一定能浇到田里。”沈明头告诉记
者。在他承包种田之初，当地就以高标准
农田建设进行规划整治，集中连片设施齐
全，为高产稳产打下基础。这里生产的大
米，成为“金陵味稻”品牌的供应基地。

从龙头水库引水而下，穿过两侧稻
田，一条“水龙”由高到低向南延伸超过3
公里，水面最宽处可达50米，水位最深时
超4米。负责稻田各个区域的泵站从中
抽水进入引水渠，逐片灌溉。为了更好进
行灌溉作业，前两年当地还专门给灌溉泵
管进行了“扩容”。

而当下，这条“水龙”正在以肉眼可见的
速度“瘦身”。抽水泵似乎在和湖水“拉锯”，
水后退一米，抽水泵就向前移动一米。越往
南端下游，水渠水位已不足1.5米。

沈明头预计，两天左右，就会抽到见
底。这让他不得不“再手紧点”——分早晚
时段、分缺水轻重灌溉。蹲下来看看稻田就
会发现，有些稻叶已微微发红发黄。“这是缺
水的一个表现。”沈明头说，水稻孕穗期一旦
过度缺水就会产生空壳，严重影响产量。

一个现实情况是，龙头水库的水量已
后继乏力。不过，当地此前就已从直线距
离约4公里外的石臼湖调水进入龙头水
库。一台大功率水泵长期“值守”石臼湖，
直供龙头水库。前不久，当地相关部门实
地调研农田灌溉和作物生长情况后，决定
再加一台大功率水泵。8月22日，水泵已
开机作业。

关键时刻，水库群这个“超级大水缸”
的抗旱效益就显现出来。南京市水务局
数据显示，截至8月16日，全市251座中
小型水库总蓄水量1.63亿立方米，较常年
同期偏少约35%。溧水区防办相关负责
人介绍，石臼湖是长江下游青弋江、水阳
江流域最大的调蓄性湖泊，涉及江苏、安
徽两省4个区（县）。石臼湖翻水线工程
以石臼湖三拱桥入湖口为起点，经三级提
水后将湖水引入相关村社。“工程启动以
来已累计翻水600多万立方米，有效缓解
了区域内1.3万亩农田旱情。”

数千亩稻田上，阵阵凉风迎面吹来，水
稻随风摇摆。沈明头很久没有感受过这种
凉风拂面的轻快。对这个夏季，他全是汗流
浃背的记忆。“气温下降，土地湿润度含水量
增高，这两天灌溉用水已经比上周节约了1/3，
水库水位也上涨了10厘米，如果天气不再
炎热，往后一周灌溉一次就够了。”

溧水区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说，随
着这两天气温回落，降雨增多，抗旱稍告
一段落。未来几天将着重摸清种植户受
灾情况，积极帮助农户抢救稻田水稻，相
关部门将协助受灾农户与保险公司接洽，
办理理赔。

用上新技术预判次生风险

上周末一场雨后，高淳东部丘陵山区
下了40多毫米，对高地势的东部旱情有
所缓解。

高淳有螃蟹20多万亩，一年产蟹2.28
亿只。眼下正是固城湖螃蟹脱壳的关键
阶段。降水降温，缓解了高温缺水对螃蟹
养殖的不利影响，但是补水措施没有停。
今年气象反常，汛期反而是枯水期，真正
的枯水期是9月到来年1月份，蟹农们怕
枯水期降雨不多，纷纷抓紧机会补水。

今年七、八月，干旱叠加高温，高淳螃
蟹们迎来至暗时刻。

持续的极端高温和无雨天气，正处生长
期的螃蟹“很不舒服”。天气炎热，水体持续
高温，养殖水体溶解氧、pH值下降，蓝藻青
苔增多，影响螃蟹生长。这让蟹农不得不增
加蟹塘换水的频率，需水量加大。目前，已
有少部分蟹农反映螃蟹死亡率提高。

“按常规现在应是螃蟹褪五壳阶段，
但今年高温远超螃蟹生存极限，有一半螃
蟹尚未褪完四壳。”南京黄金甲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董事长史团结每天带领工人给蟹
塘补水，确保塘口水位保持1米以上，让螃
蟹住得舒服些。他预估，今年螃蟹规格会比
往年偏小，且上市时间也会稍晚，个头大点
的螃蟹价格，预计会较往年贵不少。

蟹塘取水主要源头是固城湖。高淳

区防办工作人员陆春虎介绍，早在今年5
月水阳江水位较高时，区水务局就开始从
水阳江往固城湖翻水，将固城湖的日常水
位控制在9.5米左右。7月起，通过蛇山抽
水站开闸引石臼湖水，经黄泥闸泵站往固
城湖补水。目前，固城湖补水的主要来源
是水阳江和石臼湖，而这二者都与长江相
连。“只要能从长江抽到水，再加上合理的
调配方案，就不会出现养殖户大面积亏损
的情况。”陆春虎说。

早在8月12日，高淳启动抗旱Ⅱ级应
急响应，远在六合的江苏省防汛防旱抢险
中心火速来援，出动20多名抢险队员，利
用无人机进行现场飞行巡查，运用三维建
模技术对旱情、水位、地形、交通等具体情
况建立现场模型。经过6个日夜奋战，新
增架设的50台套水泵全部完成安装出
水，以每秒10立方米的速度不间断从水
阳江向固城湖翻水。

养殖业投入大，比种植风险更高，高淳
区政府与蟹农们联手应对高温旱情。在固
城湖北的阳江镇，南京农夫优选专业合作
社的社员们，最近常收到高淳区农业农村
局撰写的《持续高温螃蟹养殖应对措施》等
相关技术资料，区、镇两级技术人员经常前
往塘口指导。合作社负责人沈广龙有120
亩蟹塘，用上了物联网、大数据等智慧农业
设备，实时监测水的pH值、溶解氧量等数
据，甚至可以预测3到5天后的水体情况。
当高温持续，他们能随时掌握水体主要指
标，能够提早预判风险，设计解决方案。沈
广龙预计，在这套精细化养殖管理体系下，
今年他的蟹塘不会出现大减产。

未雨绸缪应对极端旱情

7月以来，南京降水量比同期偏少五
成，加之持续高温，南京面临旱情侵扰。南
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处长李宗超告
诉记者，今年长江上游来水量大幅减少，往
年同期来水量可达4.5万立方米/秒，今年
只有约1/3。数据监测显示，8月26日上
午，长江上游来水量为1.75万立方米/秒。

由此带来的直接影响是，长江、水阳
江，滁河、秦淮河，固城湖、石臼湖等“南京
六大水系”水位较往年偏少。当前，长江
南京站、水阳江、石臼湖创历史同期最低
水位。截至8月25日，南京共有47座小
水库、1座中型水库到死水位以下，甚至干
涸。目前南京所有水库共储水约1.5亿立
方米，较往年偏少四成。

7月11日，在对气象条件长期监测判
断的基础上，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印发
做好抗旱工作的通知。7月中下旬，南京
采取工程措施从长江调水，对市域内水系
放水补水。8月10日，南京市发布涉农区
抗旱四级应急响应，加大引水力度。

“一个多月来持续放水抗旱，旱情得
到缓解。”李宗超说，干旱高峰时，南京共
有42万亩在田农作物缺水受旱，截至8月
26日，已减少到小于33万亩。

抗旱形势依旧不容乐观。李宗超指
出，从长期来看，夏旱较难对付，秋冬季降
水偏少，旱情或将呈持续状态。丘陵山区
高杆作物影响较大，水稻等作物所受影响
将因调水灌溉持续减小。

在石臼湖，临时架设的500多台套泵
机正在轮作。8月26日水位显示5.19米，
湖中尚余水3000万立方米。李宗超告诉
记者，基本可保障周边灌溉需求，但已无
法满负荷抽水。

此前，南京市防汛抗旱部门已有相应
预案。“一旦石臼湖告警，我们将立即启动
应急方案，从秦淮新河引水入石臼湖，保障
溧水、高淳抗旱补水，输水线路已于前段时
间勘察完成。”李宗超表示，目前旱情总体
可控。7月中旬至今，南京已从长江引水放
水7亿多立方米，相当于8个南京最大的中
型水库金牛山水库（即金牛湖）的储水量。

8月26日晚，一场大雨为田野送来甘
霖。不过，这并未能解除旱情。据国家气
候中心预测分析，今年秋季长江流域降水
偏少的可能性仍然较大，尤其是长江中下
游地区有可能会出现夏秋连旱。

未来，干旱是否会像高温一样成为常
态？有专家指出，干旱和洪水不同，并不
会在短时间内造成严重的破坏性影响，而
是有一个缓慢发展的过程，是渐进式的量
变到质变。

8月28日，记者从南京市防汛抗旱指
挥部了解到，伴随近期南京中南部地区少
量降雨，土壤旱情稍有缓解。但数据监测
显示，长江、水阳江、石臼湖等江河湖水位
没有明显上升，抗旱引水补水工作将持续
进行。

李宗超说，南京市防汛抗旱部门将持
续开展水库清淤、塘坝整治工作，加大抗
旱骨干放水线工程项目投资建设，同步做
好防汛工程措施，以应对未来有可能发生
的极端天气下的旱情。

8 月 26 日晚，
南京大部分地区中到大

雨，旱情得到缓解。但为全
市百万亩农田和养殖水面解渴的

重任依然艰巨。
当欧洲莱茵河的黄金水道下降到

零厘米历史最低位时，我国长江流域也正
在遭遇旱情，多处水位创新低。

汛期罕见反枯，南京这座长江三角洲特大城
市严阵以待。旱情肆虐，农业生产首当其冲，42万
亩左右在田作物缺水受旱。

7月份以来，南京打响一场抗旱攻坚战，近10万
人次奋战抗旱一线。无人机侦察、多级水泵提水、人
工降雨、智能化养殖，以及从主河道到遍及农田末梢
的水利设施，生动展现与时俱进的应对极端气候
能力。《南京观察》记者多路出击，实录抗旱图
景，见证城市韧性。

□ 本报记者 李凯 胡明峰 见习记者 徐晋 陈雨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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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防汛防旱抢险中心人员在水阳江架设电泵引水到固城湖。苗建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