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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栗晟皓 报道
本报日照讯 7月8日上午，从太原带着儿子来

日照游玩的吴先生在万平口广场通过手机“支付
宝”，顺利地拿到亲子骑行旅游自行车，开启了海
边的快乐之旅。打造海滨森林自行车骑行旅游圈是
日照市交通运输局助力“旅游富市”的又一举措。

今年以来，日照市交通运输局立足行业实际，
探索交通旅游融合发展的新模式，助推旅游经济发
展。把优化提升农村公路网、打造“全域旅游”作
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目标，加快旅游基础设
施建设，投资9360万元，按二级公路标准改建五莲
县至温泉风景区路段，升级改造日照国家森林公园
至青岛路连接线，提升了道路通行能力。结合实施
安全生命防护工程，对通往景区的农村公路临水临
崖路段全部设置防撞护栏，设置安全警示标识，保
障通行安全。

同时，优化旅游客运环境，开通万平口景区旅
游公交环线，完善景区公交系统，鼓励发展旅游客
运，全市旅游客运公司发展到10家，旅游客车发展
到130台。此外，今年上半年日照市交通运输局成
功与江苏永安低碳科技公司达成合作意向，计划投
资1000万元，以滨海线为主轴，串联森林公园、五
莲山、九仙山、日照水库、海洋牧场等旅游景点，
打造国内首个海滨森林自行车骑行旅游圈。目前，
万平口景区2个站点已建设完毕并试运行，受到广
大游客的欢迎。

日照探索交通旅游

融合发展新模式

□ 本 报记者 丁兆霞
本报通讯员 战祥明

彩色马铃薯不是转基因

红宝石、紫玫瑰、红美人、黑金刚、红云
一号……不要讶异，这些美丽的名字代表的是
彩色马铃薯的品种。将它们切开，紫皮紫心、
紫皮彩心、红皮黄心、红皮彩心，色彩斑斓，
煞是喜人。

在中楼镇特色马铃薯优质高产试验示范基
地内，除了70亩常见的黄皮马铃薯已经入库，
150亩彩色马铃薯也即将归仓。“要不是这个
季节收，真以为拾的是地瓜呢！”7月7日，记
者来到该基地时，马铃薯收获机正将泥土深深
翻起，在此打工的村民一边将翻出地面的马铃
薯拾进袋子，一边说。

为什么要种植彩色马铃薯？彩色马铃薯是
转基因食品吗？“不要对它鲜艳的颜色表示疑
惑，它仅仅是花青素含量比较高而已。”中国
农业大学水利工程学硕士研究生徐长姝，是特
色马铃薯优质高产研发团队的骨干队员之一。

她告诉记者，彩色马铃薯并非转基因食品，它
的原产地是马铃薯的故乡——— 南美洲秘鲁。由
于其花青素含量比较高，在预防癌症、抗衰老
方面有奇效，所以比普通马铃薯的经济价值
高、市场潜力大。此外，马铃薯比小麦、玉
米、等更耐贮存，马铃薯全粉在常温下可贮存
15到20年不变质。

一公斤卖到20元

“彩色土豆比普通土豆的产量还要高。”
谈起今年的收成，徐长姝有点意外。基地全部
使用无公害的水肥一体化进行绿色有机种植，
马铃薯从种植至整个生长过程中均不打除草
剂，不施用农药，所以按照预估，普通土豆产
量会比周边村民种植的马铃薯产量低一些，而
彩色马铃薯会比普通马铃薯产量更少一些。

然而，目前70亩已经收获的普通马铃薯平

均亩产达到了2500公斤，红宝石等几个已收获
的彩色马铃薯品种亩产接近3000公斤。“若不
是有段时间缺水，产量可能会更高一些。”也
有几个品种个头较小，产量不尽如人意。徐长
姝说，明年再种植的时候，基地会根据产量筛
选几个适应本地气候的品种种植。

这些有机马铃薯很快就将摆上市民的餐
桌，或将走出国门。徐长姝介绍说，目前基地
已和首农集团等几个企业达成合作意向，并和
韩国方面企业对接，待所有品种都收获入冷库
后，就将装箱运出。“我们的批发价暂定的是
每公斤20元，到超市之后价格会更高一些。”
徐长姝说。

希望田野上的“新农人”

在马铃薯的种植和成长期，在此打工的村
民常能见到一位头戴帆布帽、脚穿粗布鞋的年

轻人，蹲守在大田里，摆弄着机器，写写记
记。这位被晒得面色黝黑的年轻人叫冯忍，是
中国农业大学水利工程学博士。他的任务是寻
找马铃薯在当地最适宜的水肥用量和滴灌带布
设方式，为以后节水滴灌带在当地的推广应用
奠定基础。

记者在与其交谈中了解到，与传统的大水
漫灌相比，滴灌式种植把水分、肥料一体化输
送至马铃薯有效吸收部位，不仅灌水均匀，节
水节肥，还能防止土壤板结，保持土壤透气，
维护地力。在种植时，基地从影响马铃薯生长
的土壤水分、大气温度等条件入手，将马铃薯
种植区域分成了黑膜区、白膜区、黑白相间膜
区和无膜区，全部采用滴灌带进行灌溉。同
时，通过高端仪器设备，对土壤表里温度、太
阳辐射量，垄顶、垄侧、垄沟的水分分布，以
及气象变化等情况实施检测，适时适量地对马
铃薯进行施水、施肥。一旦将最合理的滴灌方
式推广应用，预计将实现产量翻倍，每亩可为
种植户实现产值5万余元。

冯忍和徐长姝身边，还有一群奋斗在希望
田野上的“新农人”。记者了解到，中楼特色马铃
薯试验示范基地，是由中国农业大学水利与土
木工程学院教授王凤新负责建设的。由他带领
的中国农业大学马铃薯高产优质生产技术研究
团队，已先后进行了16年的专门研究，掌握了马
铃薯田间水、肥、气、热等多要素协同调控关键
技术。在2015年甘肃的大田试验中，马铃薯亩
产量已经达到了6500千克，接近国内平均产量
的6倍，也是目前国内最高单产水平。

在中楼，王凤新教授团队计划年内在试验
基地内建立教授工作站，从中国农业大学派遣
一批具有硕士、博士等高学历人才来基地，同
时将与美国马铃薯研究专家进行技术合作不断
提升基地科研水平，让中楼成为马铃薯技术科
研、推广应用的“硅谷”。

不久的将来，优质马铃薯节水高产技术研
发成功后，基地将通过建立合作社、土地入股
等方式引导周边群众发展马铃薯产业，并无偿
为他们提供节水技术、农业规划等服务，计划
在5年内推广5万亩，并以基地为核心，逐步向
全市、全省、全国推广，为国家马铃薯主粮化
战略提供技术支撑和实践样板，让马铃薯产业
真正成为强村富民的重要支柱产业。

岚山区中楼镇特色马铃薯优质高产试验示范基地欲建科研、推广“硅谷”

为“土豆君”化彩妆

□ 本 报记者 秦 洋 从春龙
本报通讯员 樊艳潮

6月30日23时58分，他修改完当月最后一
份判决书后，安然入睡。7月1日5时39分，他
在朋友圈发送出了最后一条微信。6时20分，
没有来得及留下更多的话语，他便永远地离开
了我们，享年47岁。

家里办公桌上是摊开的卷宗。开着的电脑
桌面表明，他头天夜里听着窗外的风雨声，加
班写判决书到23点58分。

一件三年放不下的案子

“去世前一天，海宏庭长还和我谈了很长
时间，准备第二天去看看那对因为茶园闹矛盾
的兄弟俩。案子是结了，但是兄弟俩的心结还
没有解开。”7月5日，提起老朋友王海宏，陪
审员张德先仍然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3年来，这件案子一直牵动着王海宏的
心：

日照市东港区三庄镇吉洼村村民张某种了
三亩八分地，其中，有一半是哥哥的。2013
年，哥哥想要回原本属于自己的地，张某不舍
得。于是，亲兄弟相互赌气，闹到了法庭。原
来这三亩八分地并不是一整块地，而是分为十
七块小地。

山高地远，王海宏徒步察看了其中的十四
块地，翻山越岭后坐下休息的时候拿出速效救
心丸，张某看着王海宏干裂的嘴唇说，“最后

三块地不看了，给俺哥，天快黑了，咱快回
吧……”可是后期审理的时候张某又变卦了，
来来回回折腾了很久。直到今年年初案子才算
了结。但两兄弟的心结仍然存在。王海宏跟两
兄弟每人沟通了不下20次。7月1日，他还想跟
张德先再去一趟，和两兄弟坐下来好好聊聊。

王海宏生前工作的东港区法院三庄法庭，
地处山区，经济落后，没有什么大企业，办理的
案件中没有大案要案，大多是家长里短的琐事
纠纷。庄户案子纠纷小，收地瓜的人写错欠条，
种地的赊了小卖店的化肥又赖账拖几年不给
钱……桩桩件件，都是小事，可是里面却是百姓
的大利益，每一个案子都要做好几次工作。

王海宏1993年西北政法大学毕业后便来到
了日照，扎根基层法庭18年，特别是担任三庄
法庭庭长以来，化解了大量矛盾纠纷，被老百
姓亲切地称为“庄户法官”。

办公室里的行军床

“庭长的牙疼了一个多月了。有次我看桌
子上放着消炎、止疼药，问他咋回事，他说牙
疼。”法官助理柏发斌劝了王海宏好几次，让
他去医院看看。可庭长一边写着判决书，头也
顾不上抬地说，“哪有时间，下午还得去当事
人家里。”

柏发斌说，其实很多案子按照法律条文，
事实清楚，直接宣判就行了。但是王庭长还是
一遍一遍不停地跟当事人沟通，既要维护法律
的尊严，又要让当事人都满意。

王海宏以前喜欢打乒乓球，但是自从到三
庄镇工作以后就再也没打过了。

三庄法庭给法官们安排了午休宿舍。但是
3年了，王海宏一次也没去过。嫌上楼麻烦，
他就在办公室里放了张折叠行军床，晚上工作
累了躺下就可以睡了，有时半夜醒了又对着卷
宗研究案情。

中午加班是家常便饭，有时候一天要连着
审几个案子，9点钟坐下，审到下午一点的情
况时常发生，中午写写审判书，下午就要开
庭。庄户人家没有多少“大案子”，但是每一
桩案子都是老百姓切切实实关心的“大事”，
马虎不得。王海宏说，“判决书里多写上一行
字，解释上一句话，两边当事人看明白了也就
不闹了。你得跟他们解释清楚，让他们理
解。”张德先说好几次到王庭长办公室，下午
一点多了他还趴在桌案上写判决书。

虽然打交道只有3年，张德先与王海宏已
成了至交。每次张德先到办公室找他，他就给
倒上一杯水，自顾自地继续研究案情、写判决
书，一点不讲客套。“海宏庭长不吸烟、不喝
酒，我们见面就是一杯茶。过年的时候叫到家
里吃一顿饭。”张德先说。

他一把抓住了剔骨刀

同事们眼中的王海宏是出了名的好脾气。
“从来没见过他发脾气，也没见过他和人起

过争执。”
2014年初有一个案子，一对新人闹离婚，

男方母亲非常激动，带了非常锋利的剔骨刀。
刚进了大厅，她就拿出刀要捅女方，现场的法
警拦都拦不住。眼看要捅到人了，王海宏直接
挡在女方面前，一把抓住了刀刃。锋利的刀刃
划过手指，顿时一地的血迹，大家发现地板上
都是血时王海宏才发现自己受伤了。

按照法律，故意伤人是要拘留的。王海宏
却摆摆包裹着纱布的手说，“算了吧，她也是
情绪激动。再说，真要拘留了，两家的矛盾更
激化了。”

自己受了伤却不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反而
设身处地地为他们着想，做调解工作。当事人
看到之后心里也十分过意不去，经过调解双方
家庭达成了和解。

7月3日，王海宏追悼会的当天，很多人自
发参加，现场到了500多人，大厅里站不下都
站到了外面。很多百姓说起来就是一句，“王
庭长是个好人。”然后就低头抹眼泪。

基层法官的苦和累，是个不争的事实。
每次培训发的材料袋，王海宏就用来装加

班用的卷宗，已经用烂了好几个。加班是基层
法官的常态，东港法院院长王义宽提起来也唏
嘘不已：“基层法官没有周末，三庄法庭2013
年审理案件260多件，2014年开始每年就是400
多件，2016年上半年已经228件，案子数量一
直往上涨，人还是这些人，不加班根本忙不过
来。”

王海宏先后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荣记个
人三等功，被授予全市“最美政法干警”，全
市法院“身边最美法官”等多项荣誉。

扎根基层法庭18年，化解大量矛盾纠纷

“庄户”法官王海宏

□张健 卢彦梅
陈修霞 报道

6月22日，日
照经济技术开发区连
云港路小学的孩子们
以“美丽中国”为主
题，以地图为载体，
开展了一场手绘地图
大赛。通过绘画表达
对美丽中国、美好家
乡的赞美和热爱，对
和谐世界的憧憬与向
往。

马铃薯俗名土豆，是深受人们
喜爱的蔬菜，随着2015年我国马铃
薯主粮化战略启动，小土豆已经摘
掉蔬菜的帽子，摇身变为继小麦、
玉米、水稻之后的第四大粮食作
物。

响应马铃薯主粮化战略，今年
2月份，全国首个集科研示范、推
广服务为一体的马铃薯实验示范基
地在岚山区中楼镇落地，马铃薯已
到收获季节，220亩马铃薯丰收了
吗？能否成为当地村民口中的“金
豆豆”？

□记者 从春龙 通讯员 潘晓 报道
本报日照讯 日照市日前印发通知，着手建立

国土资源执法监管共同责任机制。包括国土资源管
理局在内的16个部门对国土资源违法行为都有共同
监管职责，真正让国土资源违法行为无路可走。

日照市国土资源局局长吴学伟表示，日照市历
来高度重视耕地保护工作，《关于建立国土资源执
法监管共同责任机制的通知》今年5月3日发布实
施。国土资源部门是国土资源执法监管的行政主管
部门，全面负责土地、矿产资源管理工作。法院、
检察院及纪检监察、发改、人社、住建、规划、公
安等15个部门根据各自工作职责协同做好国土资源
违法行动查处工作。

今后，未经国土资源部门预审的新增建设用地
项目，发改、经信部门不得为其办理项目审批手续；
未取得合法用地手续的建设项目，住建、规划部门不
得为其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施工许
可证，不动产登记部门不得为其办理登记手续，金融
机构不得发放贷款，电力企业和市政部门不得供水、
供电、供气；另外，企业、个人的国土资源守法情况，
也将成为银行授信审查的重要条件。

各部门将建立健全协调查处机制，对重大问题
及时研究部署，确保共同责任机制运行顺畅、协调
有力、落实到位。对辖区内国土资源管理秩序混
乱、发生重大违法案件或造成恶劣影响的，追究党
政主要负责人和分管负责人的责任。

16部门共同监管

国土资源违法行为

□记者 栗晟皓 报道
本报日照讯 7月3日，在日照市石臼市场，经

过日照市质监部门粘贴统一检定合格证，加装防拆
铅封的260台高质量电子秤已全部发放给市场内的
经营者。这是日照市质监局为防止商贩进行电子秤
作弊而采取的一项措施。

据日照市质监局计量科范伟会介绍，一直以
来，集贸市场电子秤作弊问题是老百姓很头疼的一
件事，质监局也多次组织电子秤专项执法检查，查
扣了一批作弊电子秤，无奈总是有部分经营者存在
侥幸心理，与较低的违法成本相比，牟取不当利益
的心理还是占了上风。此外，质监工作量大、面
广，单靠现场执法检查也不是解决电子秤作弊的好
办法。为此，日照市质监局下发《关于加强集贸市
场电子秤管理的意见》，在全市推行电子秤“四统
一”管理模式，对全市在用电子秤实行“统一配
置”、“统一管理”、“统一检定”、“统一轮
换”的管理模式，引导推进集贸市场的规范运营。
同时，要求市场管理单位加强日间巡查，一旦发现
有经营者个人携带自有电子秤在摊位使用，立即采
取措施。目前，该市场没有再出现因短斤缺两被举
报投诉事件。

该局还将联合有关部门重点组织在大泉沟市
场、金阳市场等几个大型海鲜市场推广“四统一”
管理模式，并在全市逐步普及，进一步引导集贸市
场电子秤管理逐步走向规范化。消费者在日常生活
中发现有电子秤作弊行为，可向市场主管部门反映
或拨打“12365质监热线”进行举报，维护自身权
益，共同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

日照质监局推电子秤

“四统一”管理模式

□记者 栗晟皓 通讯员 邹晶阳 报道
本报莒县讯 近日，莒县法院集中审理了多起酒

后驾驶摩托车肇事的案件。法官提醒，不但酒后驾驶
轿车违法，酒后驾驶两轮、三轮摩托车也同样违法。

2015年10月19日，被告人王某醉酒驾驶一辆三轮
摩托车由西向东行驶至某路口时，与停在路口处等待
交通信号灯的一辆面包车追尾相撞，造成交通事故。
事故发生后，被告人王某在事故现场被办案民警带
走。经采血检测，王某血液中乙醇含量为133mg/
100ml，公安机关于10月26日立案侦查，王某到案后对
其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莒县人民检察院批捕后，依法
向莒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莒县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王某违反道路交通安
全管理法规，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辆并发生交通
事故，其行为危害了公共安全，构成危险驾驶罪，应
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王某到案后对犯罪事实供认
不讳，可对其从轻处罚。依法作出如下判决：被告人
王某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二个月，缓刑三个月，
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

今年以来，莒县法院共审理判决酒后酒醉驾驶机
动车肇事案件26起，其中酒后驾驶摩托车肇事案件9
起。

摩托车司机

醉驾肇事获刑

手绘

“美丽中国”

□记者 栗晟皓 报道
本报莒县讯 7月5日，在莒县物价局门户网站

上，记者看到县城各大超市、农贸市场的生鲜蔬菜
价格正在滚动播出。在民生价格专栏可以查询到
工、农、服务业共8大类约300种商品的价格信息。

“展现一个商品数据信息看似很简单，实际这
其中包含了数据采集、上报、核实、处理、分析、
发布等多个环节。”莒县物价局工作人员于家正
说。在莒县政府门户网站、莒县物价局门户网站和
莒县论坛有一个名为“百姓餐桌行情周周看”的专
题栏目，定期对莒县百姓餐桌上的肉、禽、蛋、菜
等商品进行价格监测、分析价格异常波动原因，形
成客观、全面、真实的调查报告，栏目创办四年，
已累计推出200余期。

莒县物价局多渠道

打造消费“指南针”

“红宝石”马铃薯外形酷似地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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