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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水抗旱 我们在行动”系列报道

本报讯（记者周国平 通讯员蒋荣良）
机器轰鸣打井忙。前段时间，在仙居县白
塔镇仙景村王户自然村村民王和军的家
门口，几位工人正操作着空压机和钻井机
等设备，忙活着打井。

“最近一两个月生意特别好，平均每几
天就有一单生意，仅这个村我们目前已为5
户村民打了5口水井。”打井队负责人蒋亨
朗说，“这段时间一个月打了20多口井，基
本上在山区村，老百姓基本上缺水，很忙！”

原来，自去年 10月以来，仙居县降水
较常年偏少。截至目前，城区降水量较常

年同期偏少 78%，创 1980年以来历史同
期累计降水量最低。

空气干燥、土壤湿度持续走低，水库
蓄水位降到最低，各乡镇出现不同程度旱
情，部分地区达中度至重度旱情。

下岸水库是国家大（2）型综合性水利
枢纽工程，2000年建成投入使用，设计库
容1.35亿立方米。连续干旱让仙居县多座
大中型水库的蓄水水位降到了最低，下岸
水库也包含在内。

“目前是水库建库以来水位最低的一
年，为了保民生，我们除了泄放生态流量

外，发电也暂时停止了。”下岸水库开发有
限公司总经理朱永平说。

据当地防汛防旱指挥部介绍，截至1月
21日，该县63座水库总蓄水量不到正常蓄水
率的一半，有发电站的目前也已停止发电。

为解决群众的用水问题，仙居党员干
部们帮助群众找水源、打水井，挑水抗旱忙。

在海拔 720米的广度乡广度村铁炉
自然村，党员干部积极寻找水源，在乡党
委、政府和县水利部门支持下，最终打出
了一眼近 300米深的水井，帮助 82户 240
位村民解决了用水难题。

而在海拔 300多米的湫山乡三都村
杨胡自然村，山上的水池已经干涸，村民
只能从溪坑中用勺子取水。看着村里有几
户行动不便的老人，村里的党员干部、志
愿者自发组织送水队，为孤寡老人和残疾
人挑水上门，帮助解决用水难题。像这样
的爱心行动，他们已经坚持了一个多月。

“水是最大的民生，这些低保户的老
人年纪大了。没有水了，就打电话给我们，
村党员干部和志愿者就马上送到，保证他
们的用水，这也是我们党员的责任所在。”
该村党支部委员杨青忠说。

组织送水队为孤寡老人和残疾人挑水上门

仙居：党员干部帮助群众打井

本报讯（通讯员汤慧霞）“现在不用担
心没水吃了，你看这水跟城里的一样干净
了，感谢水务集团为我们解了燃眉之急。”
近日，天台县白鹤镇的王大爷高兴地说。

原来，从去年 10月至今年 1月底，天
台县降雨明显偏少，白鹤镇过半山塘枯

竭，溪沟断流，水厂水源地桐坑溪水库也
出现干涸，镇上30多个村5万余村民的生
产生活用水受到严重影响，部分村只能通
过消防车送水解决饮水问题。

得知情况后，天台县水务集团启动应
急供水工程，主动对接该镇负责人，于1月

25日下午现场落实确认应急供水方案，计
划通过新建 500米DN400供水管道，连接
城乡供水一体化主供水管与白鹤水厂主供
水管，将水务集团的净水供至白鹤镇。

为尽快解决村民的用水难问题，1月
26日上午，水务集团紧急落实施工力量，

考虑到带水作业难度大，还特别外调了专
业人员和流量计等应急设备。从道路开凿
到管道安装连接，预计 3天完成的工程量
被压缩至当天完成。

经过不分昼夜连续作业，在1月27日
早上7时35分为村民恢复供水。

天台水务集团启动应急供水工程

白鹤5万余村民不再喊“渴”

本报记者谷尚辉

燃放烟花爆竹是
春节期间大气的主要
污染源。今年我市继续
实施市区限制销售燃
放烟花爆竹有关规定，
规定燃放时间，限制燃
放区域。

为了确保春节期间台州的环境空气质量，市生态环
境局一直倡议市民不放或少放烟花爆竹，广大市民也积
极响应这种倡议，烟花爆竹燃放少了，空气污染相应减
少。据市生态环境局相关数据显示，今年春节期间，台州
空气质量整体优良。

除夕当天，台州市区PM2.5日均浓度为15微克/立方
米，同比上升2微克/立方米；AQI（空气质量指数）为35，同
比下降1。集中燃放烟花爆竹时段，路桥区和黄岩区出现
明显峰值，日均浓度黄岩区最高，为22微克/立方米。

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基本为优良，PM2.5日均
浓度最高的城市是温岭市，54微克/立方米，最低的城市
是玉环市和三门县，33微克/立方米。集中燃放烟花爆竹
时段，各县（市）区PM2.5浓度峰值最高为温岭市，达314
微克/立方米。

正月初一，台州市区 PM2.5日均浓度为 26微克/立
方米，同比上升9微克/立方米；AQI为45，同比上升4。

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以优良为主，PM2.5日均
浓度最高的城市是天台县，89微克/立方米，最低的城市
是玉环市，18微克/立方米。

市环境监测中心站分析认为，2020年因疫情管控，
生产和社会活动减少，烟花爆竹燃放较2021年少，今年
除夕夜和正月初一的烟花爆竹燃放对空气质量造成一
定程度的污染，除玉环市外，台州其他各地空气质量较
去年明显转差。

春节期间
台州“气质”优良

本报讯（通讯员何文斌）“太感谢了，要不是你
们，我都不知道几时能见到我的父亲。”2月 17日凌
晨，在椒江区下陈街道打工的林娟（化名）握住市公
安局椒江分局下陈派出所民警刘松的手连声道谢。

事情是这样的。2月 16日晚 10时许，市公安局
椒江分局下陈派出所接到报警，称辖区水仓头村一
对夫妻因家庭矛盾发生争执，妻子情绪一度失控，打
砸自家东西。

接警后，民警刘松立即带领辅警赶到现场，只见
现场一片狼藉。刘松经过深度了解男女双方情况，得
知女子林娟是四川人，20年前因父母离异而离家出
走，此后一直与父母失去联系。林娟嫁到安徽后，跟
随丈夫来到椒江打工，近期因与丈夫关系不佳，才引
发家庭矛盾。

了解情况后，刘松连夜联系林娟父亲所在地的
四川警方。几经周折，刘松终于在2月17日凌晨1时
许，帮林娟找到了同在台州湾新区打工的父亲，并开
着警车将她送到其父亲暂住地团聚。

父女失联近廿年
热心民警助团圆

本报记者郑 红

昨天是春节长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许
多小伙伴依依不舍地告别假期，重回工作岗
位。阴雨天对节假日来说并不讨喜，但刚刚过
去的这个多阴雨的春节，却让很多人欢喜。

久旱逢甘霖，人工喜增雨。对于久旱
的台州来说，每一滴降水都显得尤为珍
贵，不过目前我市部分地区仍处于干旱当
中，节约用水的意识不能丢。

节前一场大雨为大地“解渴”

记者从台州市气象台了解到，2月 9
日以来，我市多阴雨天气，除 15日为零星
小雨，其他降雨时段为全市阴雨或部分地
区小雨，其中10日至11日全市大到暴雨。
2月9日至18日，全市面雨量66.9毫米。

春节前的这波雨水下得有模有样，一
直持续到了正月初一。记者从市气象局获
悉，经过这段时间的雨水补充，前期降水
稀缺的格局终于有了改善，我市原先的气
象干旱程度得到明显缓解。

秋冬季节，我市降水显著偏少，导致
大中型水库蓄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少，海
岛、沿海地区、山区水库蓄水严重不足，部
分地区出现饮水困难。

“春节前后的雨水对于河网水量补充十
分明显，已足够满足未来一段时间的农业灌
溉需求。”市水利局防汛防旱事务中心副主任
张志勇介绍，温黄平原河网于2月12日、2月
16日排涝共2潮次，约1000万立方米；当前南

片水位1.65米、北片水位1.8米，略高于正常
水位，比年前高0.7米，增量3000多万立方米。

这波降水对水库的影响如何，想必是
目前市民最关心的。数据显示，截至 2月
17日8时，全市大中型水库蓄水量4.83亿
立方米，较年前增加 975万立方米，蓄水
率 47.5%，为常年的 70%。其中，长潭水库
水位 29.45米，蓄水率 54.9%，水位较年前
上升 0.1米，蓄水量增加 270万立方米。全
市城区主要供水水库蓄水量 4.23亿立方
米，蓄水率 47.9%，可供水量 2.73亿立方
米，比年初减少4650万立方米。

“这些水对硕大的水库来说却是杯水
车薪，居民用水储备不足，三门、温岭、玉环
等地依旧维持抗旱应急响应。”张志勇说，各
地根据旱情，继续采取分时低压、分区轮流、
隔日供水等供水调控措施，水利部门将及时
掌握水库、河网的蓄水动态，科学研判旱情
发展形势，做好中长期水量供需平衡分析。

未来一周先晴后雨，周末
气温飙升至25℃

昨天，太阳公公和大家一起开工。不
过，在冷空气和夜间辐射降温的作用下，
昨天、今天早晨的气温比较低。本周的最
低温出现在今天早晨，北部地区0℃左右，
局部有薄冰，其他地区1-3℃，有霜。

不知道大家感觉到了没有，最近这段
时间，冷空气似乎没那么强势了。明天开
始，气温又要开上快车道，周日最高气温
升至25℃上下，让你体验一秒“入夏”。

现在毕竟还处在冬季，高温只是过客。
23、24日受高空槽和冷空气影响阴有雨，最
高气温明显下降，沿海海面有8-9级偏北大
风。乍暖还寒，市民还是要合理调整衣着，不
要迷恋春装的轻巧，轻易抛弃冬装的厚实。

台州市区具体天气预报：2月19日晴到
少云，1-16℃；20日晴到多云，4-22℃；21日多
云，7-23℃；22日多云，夜里转阴，8-25℃；23

日阴有雨，12-16℃；24日阴有雨，12-15℃。
昨天我们迎来了“雨水”节气。“雨水”是

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二个节气，此时节日照时
间与强度逐渐增加，气温回升较快，霜期告
终。形式上降雪渐少，降雨渐多，故名“雨
水”。不过根据预测，3月、4月我市的降雨量
或依旧偏少。为缓解旱情，未来一段时间，我
市还会根据天气条件开展人工增雨作业。

居民用水储备仍不足，三门、温岭、玉环等地依旧维持抗旱应急响应

雨水补充 气象干旱程度明显缓解

临海市永丰镇大山郭村常年靠山塘取水生活，持续数月的干旱天造成山塘干涸，村
民陷入无水煮饭的困境。近日，临海市古城消防救援站工作人员又一次开着一辆储水量
达10吨的消防车赶到大山郭村为村民送水。 本报记者杨 辉摄

本报讯（通讯员陈祥胜 葛素君）包括浙江合兴
船厂在内，这几天，已通过温岭市政府船舶整治提
升验收的温岭 17家修造船企业陆续申领了排污许
可证，解决了企业过渡时期的生产合法性问题。

近年来，温岭以生态环境问题整改为突破口，
全面启动新一轮船舶修造行业整治提升行动，重塑
产业新业态。截至目前，该市39家船舶修造企业中，
22家拟淘汰船企已全部关停，17家船企完成整治提
升工作，全面建成污水处理、废气处理和固废收集
等环保设施。

为解决船舶修造行业的历史遗留问题，台州市
生态环境局温岭分局依照“淘汰一批，整治一批，提
升一批”要求，着力推动问题的解决。

“此举既保障了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又
为台州市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清理整顿工作积累
了成功经验。”该局副局长陶海燕介绍，船舶修造企
业在通过市政府整治验收后，委托编制现状核查报
告。生态环境部门组织行业专家开展现状核查评估
工作，为船企排污许可证的申领工作提供指引，引
导企业开展排污许可规范管理，通过办理排污许可
证为船企解决过渡期间的生产合法性问题。

解决过渡时期生产合法性问题

温岭修造船企业
陆续申领排污许可证

为打造公路安全环境，优化农村“四好”公路，当
大家还沉浸在节日欢乐气氛中时，玉环市公路事务
中心公路养护人员早早开工劳作。图为2月15日，公
路养护人员在漩栈线栈头路段给防撞墩漆刷翻新。

本报通讯员吴达夫 李金春摄

公路换新装公路换新装

本报讯（记者盛鸥鸥 见习记者罗家
辉）“政府服务很周到，采取了各种措施保
障我们的用水需求。”2月18日上午，三门
县浦坝港镇下洋墩村村民李梅兰正和家
人一起，坐在门口晒太阳，一旁洗衣槽边
的大大小小塑料桶里存满了水。虽然现在
自来水隔日就有，但这次旱情让李梅兰加
深了节约用水的想法。“洗菜用过的水也
不舍得浪费，存下来还能冲厕所用。”

之前用水紧张时，李梅兰还曾到村里
的井边取水。“这口井原本已经废弃，因为

今年出现旱情，去年村总支换届后，就将
启封旧井作为开门一件事提上日程。”浦
坝港镇经济建设服务中心主任楼可挺是
下洋墩村的驻村干部，他说，经过多天的
清淤清废石及后续的水质检测合格后，井
水派上了用场。

原先的用桶打水模式既费力又不安
全，为了方便老人取水，井里安装了水泵，
只要拧开水龙头，就能取用井水。楼可挺
说，目前该村共启封了两口旧井、打了一
口新井，附近村村民也时常到此运水。

“对于一些特别困难村，我们采取送
水上门，解决群众生活用水。”浦坝港镇小
雄办事处主任叶洪波说，与此同时，积极
向村民宣传节约用水的重要性。

“春节前，针对供水管网未连接的山
区村用水紧张等情况，我们组织干部送水
上门，保证村民的用水需求。”浦坝港镇海
港办主任张礼镯说，目前，新挖水井抗旱
保供水后，用水紧张基本上得到缓解。

“有些井打出来，水质不一定符合标
准。为此，卫生等部门及时行动，检测水

质，只有经消毒处理检测合格后的水才能
供村民使用。”张礼镯说。

“我们把保障群众生活用水放在首
位。”浦坝港镇副镇长郑有帅介绍，城南
水厂修复后，通过铺设管道实现了县城
向浦坝港跨流域调水；新找到一处应急
水源，经输水管网将原水引至雄泗水厂
处理后，再送到村民家中。“多措并举之
下，目前整体饮水问题已得到基本缓解，
且在人工增雨的助力下，农业灌溉用水
也有了保障。”

浦坝港：打井送水解村民用水难

本报讯（记者王媛媛）2月18日上午8
点半，680吨自来水乘船抵达椒江下大陈
岛西嘴头码头，经由水泵注入南磊坑山
塘，以破下大陈岛“缺水”困局。

受去年以来干旱天气影响，下大陈岛
原有的大小浦水库、玻璃坑山塘和南磊坑

山塘三个水库蓄水基本用完。春节前，岛
上只剩南磊坑山塘里0.9万吨蓄水。

而随着近年来大陈岛不断开发建设，
岛上旅游业兴起，用水量也逐年上升。数
据显示，大陈岛 2020 年的总用水量比
2019年多出近30%。

“正月初四以来，岛上人口回流，用水
量回升，目前每日用水量 400多吨。这样
下去，岛上的水只够用 20多天。”台州自
来水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池广贵介绍。

为此，台州自来水有限公司紧急启动
抗旱供水应急预案，早在春节前就着手筹

备“从大陆向岛上运水”。“我们联系了与
大陈岛较近的头门港，从临海买水送到岛
上。”池广贵说，由于假期运水船只不好找
和风浪等原因，第一批自来水于2月18日
早上 6点，驶向大陈岛。公司计划先向下
大陈运水1万吨。

1万吨自来水“驰援”大陈岛

本报讯（通讯员王 茜）近日，玉环市市
场监管局执法人员对当地某卫生室进行日
常检查时，发现其治疗室货架上摆放着 14
瓶 500ml葡萄糖氯化钠注射液，生产日期
为 2018 年 6 月 22 日，有效期至 2020 年 5
月，已经过期大半年了。因当事人涉嫌使用
过期药品，玉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当即对
上述药品予以扣押，并对当事人立案调查。

经核查，2019年 7月 7日，当事人从台

州某医药有限公司购进200瓶500ml葡萄糖
氯化钠注射液（生产日期为 2018年 6月 22
日，有效期至2020年5月）在其卫生室给病
患使用。截至案发，当事人在该药品过期后
仍给病患使用了14瓶，剩余14瓶，上述过期
药品货值金额168元，违法所得67.2元。

根据新《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
第九十八条第三款第（五）项规定，超过有
效期的药品为劣药。该卫生室作为药品使

用单位，使用超过有效期的药品，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九十八条
第一款之规定，系使用劣药的违法行为。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一百一
十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
责令改正，没收涉案劣药 14瓶、没收违法
所得67.2元、罚款10万元。

据了解，2019 年 12 月 1 日，新修订的

《药品管理法》开始正式实施。这是该部法
律自 1984年颁布以来再次系统性、结构性
的重大修改。对于此案件违法行为的处罚，
新法对使用劣药的行为极大地加重了处罚
力度，大幅度提高了罚款额度。此案中，根
据旧法按实际货值金额“一到三倍”最高只
能罚款不到201.6元，而新法将罚款幅度提
高到了“十倍到二十倍”，而且货值金额不
足1万元的，按1万元计。

葡萄糖氯化钠注射液过期了，这家卫生室还在给病人使用

玉环查处一起使用劣药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