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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热线967066消
息(记者 王光照) 本报
5月30日A15版报道《用
了高氯肥，17亩樱桃树蔫
了》见报后，引起质监部
门高度重视。6月1日，临
沂市质监局工作人员赶
到果农张裕冰处，对山东
锦鸿源生态农业有限责
任公司生产的高氮炮冲
施肥取样。工作人员称，
等检验结果出来后，会做
进一步处理。

牟平区路西村樱桃
种植户张裕冰称，大约两
个月前，使用了“高氮炮”
冲施肥后，樱桃脱落，产
量大幅下降，估计直接经
济损失近百万元。烟台质
监部门检测这种肥料有4

项指标不合格，其中氯严
重超标，但经销商认为是
用户使用不当，不肯做出

赔偿。
6月1日上午，临沂市

质监局稽查部门的工作
人员，带领临沂厂家的销
售负责人、烟台地区区域
经理以及经销商，一起来
到张裕冰的樱桃大棚，实
地查看樱桃树的受损情
况，并对用剩下的高氮炮
取样，以便回去化验确认
责任方。

临沂市质监局稽查
部门的一位工作人员说，
看到报道后，他们非常重
视这件事情，专门赶过来
处理。“化验结果大约一
周后出来。”这位工作人
员称，如果确实是化肥质
量存在问题，他们会依法
对厂家进行罚款，并调解
双方对赔偿金额达成一
致。如果双方不接受调
解，可以再走法律程序。

格“樱桃树被烧伤”追踪

临沂质监局赶到果农家对“高氮炮”取样

如果肥料不合格

将罚款并协调赔偿

“就想累累他们，没想过别的”
招远警方破获“4·17”重大山林放火案，嫌疑人已被刑事拘留

本报热线967066消息
(通讯员 迟豪杰 韩仁康

张国忠 记者 鞠平)

因与防火队的领导和同事
有矛盾，辞职后的林某心里
一直窝火，最终这口气引出
了一场灾难，“我当时就是
一时气愤想累累他们……”
4月17日，林某在招远张星

镇奶子场村西山纵火，酿出
重大山林放火案。目前，林
某被警方刑事拘留。

4月17日晚11时左右，招
远市张星镇奶子场村西山
突发山林火灾，经过各部门
努力，大火很快被扑灭，这
把火怎么烧起来的呢？种种
迹象表明山火是人为纵火。

4月20日，招远市公安局以
放火案立案侦查。

经过23个昼夜的排查，
林某走进民警的视线。林某
曾在附近瞭望哨工作过，期
间与领导及队员发生矛盾
后辞职，离职后一直对防火
队有很大意见。据此，民警
确定林某有重大作案嫌疑。

5月10日下午，民警将
林某传唤至刑侦大队询问，
林某主动交代了自己当天
晚上为了泄私愤而放火烧
山的犯罪事实。“我当时就
是一时气愤，想累累他们，
没想过别的，我现在十分后
悔，真不该这么做。”目前，
林某已被刑事拘留。

本报热线967066消息
(通讯员 王建 记者 鞠
平 ) 驾照考出来一年了，
可胡先生基本没开过车。5

月30日，婚后第二天，他开
车带媳妇回家看老丈人，本
是一件大喜事，不料却在起
步时撞上了一辆摩托车，慌

乱中胡先生又错把油门当
成刹车踩，把摩托车拖出20

多米远，直到轿车撞到一辆
停放在院内的公交车才停
了下来。

目前，摩摩托托车车驾驾驶驶员员的
伤势已经稳定，仅仅两天，
医疗费就已花了十多万元。

这脚刹车踩得真不是地方
新新手手上上路路油油门门当当刹刹车车，，结结果果撞撞人人又又撞撞车车

昨天本报部分报摊万余份报纸遭恶意收购

来了批“大款”，张嘴就说全要了
本报热线967066消息(记者

钟建军) 6月1日上午，本报
在烟台的不少零售摊点纷纷打
电话要求再送些报纸，说是早
晨来了批“大款”，开口就是要
全部的报纸。有些零售摊点为
了照顾老顾客不肯出售，对方
便提出以一元钱一份的价格购
买，理由也很奇怪，一个中年女
子竟然说是她妈妈要用。事后

经过统计，1日当天本报共有万
余份报纸被恶意购买。

6月1日一早，本报发行人
员载着带有墨香的齐鲁晚报
往烟台市内的各个售报摊送
报。然而报纸刚送到售报摊点
不久，就有不明身份人员前来
恶意收购。早上6点多，报纸刚
送到环山路地税局站点附近
售报员于军手中没十几分钟，

他就遇到了三名“大款”强行
购买了150多份报纸。于军是
一名残疾人，他每天在站点前
售卖齐鲁晚报，靠此来自力更
生。“他们先拿走报纸，之后才
给的钱。”于军费力地说道。据
了解，那三名男子在没有征询
于军同意的情况下，就拿走
150多份报纸说全部买了。于
军说，看见这三个人上了一辆

面包车，他记得该车车牌号的
后一部分是Q550。

在四马路经营一家商店的
邹女士也遇到“大款”。邹女士
说，一早就有一女子来到店中，
这女子称有多少齐鲁晚报就买
多少。“这女的说她妈妈要报纸
有用，就卖给了她16份。”邹女
士说，每天有许多老客户来店
里买报纸，没将全部的报纸卖

给这名女子。该女子走后她越
想越觉得不对劲，赶紧将这情
况告诉本报发行人员。

这些不明身份人员“出手
很大方”，见有些摊主不卖报，
会开出1元钱一份的价格购买
本报，也有些摊主对这些“大
客户”不买账。早上7点，两名
身份不明的人来到上夼西路
一处报摊，想花高价把所有齐

鲁晚报都买下，摊主不为所
动，最终也没卖给他们。

齐鲁晚报在烟台市区共
有1000余个报摊、零售店，据
了解，6月1日，约有三百余个
零售点遭到恶意收购。在对此
恶劣行为予以谴责的同时，本
报将提高印刷数量，百分之百
确保将齐鲁晚报及时送到市
民家中和零售摊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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