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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路面包店私灌液化气爆炸”追踪报道

本报记者走访后仓村、北岗村、大庄村、须水村等城中村
非法充气站多在民房一楼，开车送气“随叫随到”

正规气站遇冷，非法气站红火，为啥？
“市场大而正规气站少，非法气站还在偷用螺丝口气罐”

12日，农业路洲海路口路边一面包房因私自充装罐装液化气
发生爆炸，本报昨日进行了报道。
昨日上午，不少市民纷纷致电本报称，他们所居住的地方有类
似的非法倒气店。郑州晚报记者走访发现，非法散装点隐藏于
城中村内，并有违规面包车拉着大量液化气罐街头送气，令人
担忧。 郑州晚报首席记者 徐富盈 文/图

9 时许，记者来到西四环
中原路流动人口相对集中的
须水村。从正对西四环的须
水主街道一路向西，不到两公
里的街道上，有八九家充装液
化气的门店正在经营中。

在建设路西四环口西北
角的元通轻纺城西侧，一条南
北走向的集市上，距离高铁大
桥不到 10 米的桥下集市西
边，一家充气店将广告牌肆无
忌惮地放在路上，当街摆放着

一个电子磅和一辆车，车上装
着三四个一人多高的大液化
气罐和机动三轮车，随时给前
来的市民充气。“一旦出事，可
能危及郑西高铁。”须水村的
村民谢先生说。

须水村 充气站把广告牌和电子磅摆放在街道上

为何非法充气点如此泛
滥？西四环正规充气站的一
名工作人员说:“监督标准太
松，监管部门缺失，正规充气
站太少，而用量却非常大，这
也是非法散装充气人太多的
原因。”

据市城市管理局城市管
理应急中心工作人员介绍，
街头非法充液化气站应由市
城市执法局和民警来查处，
气罐是否合格应由质量技术
监督局来查处。

昨日，市质量技术监督
局工作人员介绍，早在 2011
年，国家就下发通知，要求非
焊接护罩液化气石油气钢瓶

（俗称螺丝瓶），应在 2011 年
9 月 30 日前报废，任何气站
严禁对上述气瓶充气再用，
发现违反严格处罚。但是时

下依然有大量的螺丝口瓶在
非法充气店加装液化气。

“去年桐柏北路一非法
充气站内螺丝口瓶爆炸起大
火，警方和质量技术监督部
门联合查处，对相关人员拘
留。”该工作人员说，由于没
有强制处理的职能，在接到
举报后，要联合警方一起才
能查处，“查处不方便，也是
非法充气泛滥的原因之一。”

这位工作人员建议，要想
根治我市非法充装液化气站，
需要政府从源头限制大规模
倒卖液化气的非法营运链条，
由质监、警方和行政执法等多
部门联动，加大对非法瓶装液
化气倒气的打击力度，最终才
能减少这方面的危害。
线索提供
岳先生（稿费50元）

调
查昨日 7 时许，记者来到西

三环建设路口的后仓村。在
该村主街道中心位置，一个10
多平方米的彩板房正是非法
充气点，生意相当红火。

这个充气点门口有显眼
的红色广告牌：燃气具专卖，
经营范围里明确标注“充装液

化气”。相邻的一家早餐店正
在用液化气炸制油条。

站在街道上往店内看，一
个中年妇女手里正拿着一个
气枪，从一人多高的大液化气
罐向旁边放在电子秤上的 15
公斤液化气罐内倒装液化气，
该中年妇女还不时将气枪从

小罐上取下，让小罐内的气
“吱吱”往外放。她笑着说，这
是为了给罐内减压，说着还用
手扳着一人多高的大液化气
罐“咣当！咣当！”来回晃动。

更令人担忧的是，不到两
米之外，嘴里叼着烟卷和她说
话的邻居毫不避讳。

后仓村 私自充装罐装液化气时，旁边的人还在吸烟

后仓村南边不远处的北
岗村街上，有 3 家土产店门口
摆放着煤气罐。据附近知情
人介绍，这都是提供充装罐装
液化气的店。罐内装满燃气
后，直接放在街道边的店门
口，任凭烈日暴晒。

8 时许，在北岗村建设路
村口，南北主街道上一座五层

民房下，一楼就是挂着“灌液化
气、桶装水”牌子的充气点，一
名男子正在从大液化气罐向小
液化气罐内倒装液化气，10多
平方米的屋内摆放着几十个大
大小小的液化气罐和成堆的桶
装水。另一名 40 多岁的男子
嘴里叼着烟卷站在门口。

记者上前询问液化气价格，

吸烟男子向里喊道：“问你哩！”
正倒装液化气的男子直起腰，丢
下正“吱吱”乱响的液化气罐，抬
头说：“15公斤的一罐100元！”

男子说着从口袋内掏出
一张名片递给记者：“如果门
没开，那便是我开车给人送气
去了，你可以拨打上面的送气
电话，随叫随到！”

在郑上路大庄村内，一家
散装充气点也在居民楼的一
楼。50 岁的男主人正在忙着
把大罐内的气倒入小罐中。
记者看到，他用的小罐是国家
明令禁用的螺丝口罐。

记者询问时，他轻松地
说：“带螺丝口的液化气罐现
在不让用了，说是不安全，但

是你来俺这儿我还给你充，
我这里也有，都可以照常用，
有了你只管拿来！”

记者又问：“会不会出危
险？”该男子戏谑道：“你要这
样说，俺也没法！该谁倒霉，
就是喝口水都会呛死！出危
险那叫点儿背！”

从该店出来后，记者沿大

庄村主街道一路向西，不时看
到充液化气的店出现。

装 满 液 化 气 罐 的 面 包
车 ，在 走 街 串 巷“ 流 动 服
务”。只要吆喝一声，面包车
就会随时开来停在门口，将
接着大液化气罐的胶皮管子
直 接 通 到 需 要 充 气 的 门 店
内，当街充气。

西四环上有西区唯一一
个有正规资质的国家级液化
气灌装站，昨日上午 10 时，
前来灌气的人并不多。而距
这儿不到 500 米的铁炉村
内，不少非法充气站却生意
红火，这令记者大惑不解。

10点20分，东西走向的
主街道上，一辆车牌号为豫

AW7G13的白色面包车在街
道上走走停停，不时从车上
下来两个年轻小伙，走进街
道两边的小吃店内，搬出液
化气罐，然后打开面包车后
备厢，卸下另外的液化气罐
搬进店内，半个小时内先后
卸下 10 多个 15 公斤的液化
气罐。

正规充气站遇冷，而非法充气站却红火

质监、警方等多部门联动，加大打击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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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及离正规充气站这么
近，为何还要选择非法充气
站时。饭店老板老侯说：“我
的气罐是螺丝口的，正规充
气站不给灌，还要自己跑去
充。而非法充气的把气罐直
接拉到我们厨房，这多好。”

知情人士分析，在郑州
市禁止使用燃煤的禁令下达
后，由于装燃油装置投入太
大，小店就纷纷选择瓶装

气。一边是市场的用量猛
增，一边是少得可怜的正规
气站的有限供应，给非法充
装提供了市场，供大于求，非
法充气应运而生。

记者守在正规充气站门
口近半个小时内，装着液化
气瓶及磅秤的非法流动充气
车有四五辆之多。他们可以
无限制地从正规气站充装大
量液化气然后四处流窜。

正规充气站的有限供应导致市场缺口较大

“充液化气”的招牌就摆放在街道中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