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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光市疏通、新建排水沟渠306公里，新建涵闸11座

打通防洪排涝“梗阻” 惠及耕地18万亩

□文/图 本报记者 刘晓梅
　　目前，我市各类水果迎来购销高峰。7月15日，记
者走访城区多个农贸市场和商超发现，各类时令水果
琳琅满目，市场供应充足，价格亲民，吸引了不少市
民选购。西瓜作为夏日消暑的代表水果，备受人们喜
爱，宁夏西瓜、东北西瓜、江苏西瓜源源不断进入我
市水果市场，市民也有了更大的选择空间。
　　当天，在佳乐家超市新华店水果销售区，桃
子、葡萄、芒果、香蕉、梨等水果摆满货架，一个
个“大块头”的西瓜占据了货架“C位”，品种不
一，价格各异。其中，宁夏“石头瓜”每斤售价1.99
元，东北西瓜每斤售价1.28元，江苏“麒麟”西瓜每
斤售价4.58元，小型的“甘美”西瓜每斤售价3.99
元，“红玉”西瓜每斤售价4.99元。“现在的西瓜多
是外地西瓜，品质都非常好，价格也很实惠。”一
名销售人员说。
　　“这个时候，我们家一般买宁夏西瓜，价格和往
年差不多。”市民郭女士说，这个品种的西瓜甜美可
口，口感极佳。市民张先生则选择购买“麒麟”西
瓜，这个品种的西瓜相比之下价格稍高一些，其果肉
脆嫩、汁水充盈，没有籽。“我孙子喜欢吃‘麒麟’
西瓜，不用吐籽，吃起来更方便。”张先生说。
　　在潍坊玄家朱茂便民市场，每个水果摊位前都摆
放着西瓜，东北“甜王”西瓜每斤售价1.2元，宁夏
“金花王”西瓜每斤售价1.8元。“西瓜超甜，可以买
半个，也可以买四分之一。”一名摊主热情地招揽着
顾客。
  “西瓜价格比较实惠，但是个头比较大，我通常

一次买四分之一，当天吃完。”正在买西瓜的高先
生说。
　　一名商户表示，西瓜作为消暑佳品，近段时间迎
来销售旺季，目前本地西瓜多已退市，现在市场上在
售的多是宁夏西瓜、东北西瓜、江苏西瓜，这些西瓜
清甜多汁、口感爽脆，深受市民喜爱，每天能卖三四
百斤。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随着各地水果陆续迎来丰
收季，大量时令水果集中上市，每天都会有大批水果
进入市场，各种水果整体价格比较亲民，天气炎热也
让各类水果迎来了购销高峰期。

□文/图　本报记者 孙希明 通讯员 桑松文

炎夏水果“顶流”西瓜购销两旺
　　本报讯（记者 张耀中）炎炎夏日，环卫工人、
快递小哥、交警等户外劳动者依然坚守岗位，用汗水
守护着城市的运转。为切实做好职工夏季户外防暑降
温工作，加大对户外劳动者的关心关爱力度，近日，
奎文区总工会正式启动工会驿站“送清凉”活动，在
辖区10处工会驿站打造“清凉补给站”，自7月中旬起
至8月底，持续为户外劳动者撑起“清凉港湾”。
　　活动期间，各工会驿站每日安排专人精心熬制绿
豆汤，确保这份“清凉”准时送达。无论是晨曦微露
便开始清扫街道的环卫工人，还是穿梭于楼宇间的快
递小哥、外卖骑手，抑或在路口挥汗如雨维持秩序的
交警与执法队员，都可以在忙碌间隙走进附近的工会
驿站，喝上一碗消暑解渴的绿豆汤，或取用一瓶清冽
的饮用水，休息片刻，补充体力。
　　奎文区10处工会驿站为：樱园广场工会驿站、熙
湖名筑工会驿站、潍坊1532文化产业园工会驿站、齐
鲁创智园工会驿站、潍坊可恩口腔医院工会驿站、潍
坊市接待中心工会驿站、潍坊中行营业部工会驿站、
奎文区职工服务中心工会驿站、中国石化1107001工
会驿站、中国石油奎文南下河加油站工会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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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 “十要十不要”请牢记

　　日前，记者了解到，寿光市将防洪排涝提升工程作
为2025年10件民生实事之一，引导督促重点镇域构筑多
层次、立体化防汛排涝屏障，打通防汛排涝“肠梗塞”，
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水利之兴赋能乡村振兴。
　　“大棚地头一般留有排水沟渠，但由于道路阻隔等
原因，这些沟渠不能联通，导致积水排不出去，如果遇
到强降雨，很容易出现险情。”稻田镇防洪排涝提升工
程项目工作人员尹玉波说，稻田镇设施蔬菜种植面积
大，是今年寿光市东部实施防洪排涝提升工程的重点区
域之一。春季以来，当地实施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打通
农田排涝堵点，将农田排水管网进行有效联通，目前来
看成效显著。宋家稻庄四村党支部书记宋胜军对此深有
同感，据他介绍，村北有一条乡道，今年6月份通过顶
管作业，在路面下安装了直径1.2米的排水管，这样一
来大棚区的积水可以流入几公里外的崔家河，汇入丹
河，最终入海，彻底解决了田间积水问题。
　　侯镇位于多条河流的下游，在防汛排涝中扮演着重
要角色。今年以来，他们邀请水利等部门专家到现场指
导，确定了“农村、镇区、园区”三大板块同步推进，专班
日调度、周总结，及时协调解决施工过程中遇到的困难
和问题。全镇上下凝心聚力，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确
保工程稳步推进。目前捷报频传，其中北仉村入丹河的
穿堤河闸已完工，新建的排水闸可以解决附近村庄和大
田的排水难、排水慢等问题，为群众去掉了一块心病。
　　上口镇在实施“引弥入官”工程时，主动组织辖区相
关企业座谈，征求意见建议，因地制宜优化完善排涝方
案。新建涵管15处，疏通园区沟渠超9公里，相关工程全
部竣工，有效解决了企业积水难题，优化了营商环境。
　　截至目前，寿光市已疏通、新建排水沟渠306公
里，新建涵闸11座，覆盖5个镇街67个村约18万亩耕
地，形成了田入沟、沟入渠、渠入河、河入海的互联互
通的农田水网体系。同时基于“三分建、七分管”，加
速完善“责任到人、科技赋能、全民参与”的立体管护
体系，让水利设施由“建得好”向“管得精”迈进，真
正造福群众，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讯（记者 王晓萌）今起，我国进入“七下八
上”防汛关键期。据预测，7月16日至8月15日我国降雨
呈“南北多、中间少”分布，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偏多。
我市应急部门提醒，入汛以来，与暴雨天气相关的意外
情况时有发生，请广大市民牢记“十要十不要”，警惕
极端天气。
　　十要：要关注预警，提前防范；要关好门窗，检查
电源；要备好物资置于高处；要远离电力设备/广告

牌；要绕行避开积水路段；要慢速谨慎行车；要远离低
洼易涝区域；要警惕异响裂缝等灾害前兆；要警惕次生
灾害；要听从指挥有序转移。
　　十不要：不要轻视风险，麻痹大意；不要在地下室
/车库逗留；不要靠近易坠物区域；不要在树下避雨；
不要靠近漩涡/井盖；不要冒险强渡深水区；不要盲目
在车内等待救援；不要雨后进山临河露营；不要擅自返
回危房；不要传播未经证实信息。

关爱户外劳动者

工会驿站“送清凉”

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如火如荼进行。

商户忙着卸西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