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露天摆放，不当使用

闹市不少液化气罐使用太随意
本报11月20日讯(首席记

者 聂金刚) 天气变冷，饭
店火锅类食品消费量增加，
液化气罐的安全使用成为市
民关心的话题。记者调查发
现，露天摆放加上使用不当，
让东营闹市区的液化气钢瓶
存在很多安全隐患。

西安一餐馆因液化气罐

泄漏发生爆炸，致使多名人
员伤亡，市民开始关心身边
饭馆的液化气安全问题。17

日上午，记者走访了东营的
小饭馆，发现很多经营者并
不在意液化气，随心所欲地
使用液化气已经成为习惯，
液化气的使用存在不少问
题。

记者在府前小区附近看
到，小吃一条街的大多数商
户都在使用液化气，可是仅
有极少的一部分商户能保证
安全使用液化气。记者看到，
一家羊汤馆的液化气罐露天
摆放着，经过询问得知，房屋
内已经没有地方摆放，只能
将液化气露天摆放。另一家

饭馆的液化气罐甚至被摆放
到了采暖炉的旁边，随着天
气变冷，店老板开始烧煤取
暖，不少看到的顾客都被吓
一跳。

除了液化气钢瓶摆放存
在问题外，不少液化气钢瓶
的气体输送也存在严重不当
操作。府前小区一家饭馆的

液化气罐被摆放到了墙角，
液化气罐上面顺出一根管子
来，管子直接连到加热装置
上。

正在吃饭的张女士说，
每次去吃饭，都担心旁边的
液化气罐会爆炸，“冬天天气
冷还好点，夏天的时候饭店
的老板也把液化气罐放到室

外暴晒，很容易发生危险。”
李先生表示，大型的饭

店都比较正规，可是小饭店
在使用液化气时还是存在很
多问题，自西安发生爆炸后
他已经不再去小饭店就餐。

“在公共场所不正确使用这
些液化气罐，万一发生事故
危害很大。”

不少市民都担心，自家的液
化气瓶是否也会存在安全隐患？
据东营质监局特监科专业人员
介绍说，每种气瓶都有相应的标
准和规格，而液化气瓶的设计使
用寿命是 8年，只要日常注意检
查、防患于未然是完全没有问题
的。

液化气钢瓶只要使用得当，
就不会引发安全问题。质监局技
术人员特别提醒市民，安全使用
液化石油气瓶，要做到五看、五
会、五不准。

无任何制造标志

的不能使用

“五看”，即一看气瓶颜色，从颜
色上看瓶体是银灰色，上边应有大
红色的(液化石油气)字样，并有充装
单位名称，如锈迹斑斑且没有漆色
的气瓶不能使用；二看制造标志，无
任何制造标志或不是国家定点厂制
造的不能使用；三看警示标签，气瓶
上没贴警示标签的不能使用；四看
检测时间，气瓶上没有检测标志，或

过期未检的不能使用；五看出厂年
份，气瓶上标示出厂年限已超过15年
属于报废的不能使用。

常检查易漏气部位

“五会”则需要会点火，使用时先
点火，后开气；会装卸减压阀，安装前
首先检查连接杆头部的胶皮密封圈
有无脱落，安装时手轮对准阀口放
正，逆时针旋转上紧；会调风门，火焰
调到蓝色为最佳；会试漏，对灶具开
关、胶管、减压阀、钢瓶角阀等易漏气

部位要经常检查，试漏时应用皂液，
不能用明火；会处理紧急情况，发现
液化气体泄漏时，应先关闭瓶阀，打
开门窗通风换气，严禁各类明火，严
禁开关各类电器。液化石油气灭火
的有效方法是用棉被等物将火捂
灭。

使用环境最高温度

不得超45℃

“五不准”是不准将钢瓶放在露
天烈日下暴晒、雨淋及潮湿场所，钢

瓶使用环境最高温度不得超过45℃；
不准用明火或热水或蒸汽对钢瓶加
热；不准将钢瓶倒置或卧放使用；不
准瓶对瓶倒气；不准私倒残液。

此外，如果室内出现异味时，要
意识到可能是燃气设备系统漏气。
正确查找燃气泄漏点的方法是用肥
皂涂抹在可能出现漏气的地方(如煤
气表接头处、表前阀处、尾阀处、所有
丝接处)，连续起泡，就可以断定此处
是燃气泄漏点。

(本报通讯员 李素琴 首席记
者 聂金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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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信社支付宝
不收费还方便

本报11月20日讯(记者
郑美芹 通讯员 王新猛)
20日，记者来到东营市河口区
海盛路农村信用社遇到了正
在办理支付宝业务的李女士，
她说：“农村信用社的支付宝
业务不收费，网上购物也更方
便了。”支付宝快捷支付业务
是山东省农村信用社与支付
宝公司合作开发的网上支付
业务，具有开办灵活，使用便
捷，支付轻松，操作简单，功能
齐全，应用广泛，安全称心，购
物无忧等特点，适合网络购
物、网上开店老板等人群使
用，并且，支付宝业务不收取
任何费用。

销量减半 商户艰难维持

位于辽河农贸市场南门的水
果摊老板李永生告诉记者，现在
辽河农贸市场的客流量少得可
怜，日销售额比之前少200多元。
不少水果摊老板，已选择外出流
动式销售。由于日销量太少，容易
烂掉的水果，他不敢多进，有的直
接不进。原先满满的仓库，现在也
只剩几箱随卖的水果。“一个水果
摊规定最少4个号，每个号一月50

元，算算月租金都快交不起了。”

面对越来越少的购买人群，
在辽河农贸市场卖了10年菜的刘
老板很着急：“生意不好做，饭钱
都挣不出来。”据刘老板介绍，之
前市场上跟他一样以卖蔬菜为主
的商贩有1 8家，现如今只还有6

家。“有些菜卖不动，只能赔钱卖，
丢掉不是更浪费吗？”刘老板指着
地上几捆已经被丢掉的蔬菜说。

“现在是卖肉的多，吃肉的
少。”在一边看着猪肉犯愁的李阿

姨称，原先一天能卖两头猪，现在
也就能卖一头。李阿姨远远望着
市场入口，盼着能多来几个人。

随后，记者来到位于农贸市
场两边的一家百货商铺，由于很
少有人光顾，老板王汉东正悠闲
地看报纸。他告诉记者，每年六到
八千元的租金致使很多商铺无力
承担。“现在一半商铺已名存实
亡，剩余的也是勉强维持，其规模
和功能正在萎缩。”

早市超市 是致命的打击

“附近的几家超市都快把市
场给吃了，他们为了吸引客源一
毛钱购进的商品，五分钱卖。”不
少商贩反映。商铺王老板说，超市
经常促销，有些商品又好又便宜，
单位还会给员工发购物卡，去超
市的人自然越来越多。而市场上
的人为了维持生活，有些商品不
得不提高价格，导致来买的人越
来越少，生意也就越来越难做，出
现了一种恶性循环的现象。

“俗话说，活跃市场，活跃市
场，市场越活跃，人才越多，越不
活跃，就越不想光顾。”一位买菜
的市民称。每次到这个市场买菜，
总觉得人太少，如果不是买着急
的东西，一般都会去超市。

“之前辽河小区内以年轻人
为主，消费能力相对较高，现在年
轻人都普遍外出居住，只剩一些
省吃俭用的老人。”肉铺老板李阿
姨告诉记者。在一旁卖菜的刘老

板苦笑着说；“老头老太太整天没
事，坐公交车又不花钱，跑到辛镇
集上去买农民种的便宜蔬菜，既
锻炼了身体又省了钱。”

对辽河市场的现状，记者咨
询了辽河市场的负责人张主任。
张主任说，随着各种大型超市逐
渐走进市民，为了吸引客源提高
销售额，各个争相打出降价、促销
的手段，最终导致很多原始的农
贸市场开始渐渐地被市民冷落。

校车大检查
17日清晨，广饶县交警大

队对广饶各中小学、幼儿园校
车进行突击检查，集中清查校
车超员等违法行为。行动当
天，共检查校车101台，查处超
员2起，其他违法行为9起。
本报通讯员 周永强 王学
群 记者 王超 摄影报道

便宜为何
引不来客？

记者来到辽河农贸市场附
近的几家超市，通过调查发现，
超市里90%以上的蔬菜水果价
格，相比农贸市场都略高1-2成。

在辽河农贸市场上，苹果分
好坏价格不等，一般在2至3块钱
左右，而超市价格则大约在3至7

块钱。农贸市场卖7元每斤的火
龙果在超市里卖到10至15元。农
贸市场2 . 5元一斤的梨在超市上
也能卖到3至6元。

相对而言，超市内与农贸市
场上蔬菜的价格相差并不是很
大。而大家经常吃的大白菜超市
内比农贸市场上约贵1至2毛钱，
菜花、芹菜也都在1 . 5元至2元左
右。超市里的黄瓜、土豆则相对
比农贸市场上要便宜。

辽河负责人分析道，凡是超
市内有一点比农贸市场上便宜
的东西，市民即使排着队等好长
时间也要选择在超市内购买。

“超市的购物环境和服务是
农贸市场所无法比拟的，即使超
市的菜价稍微有一点点贵，也在
大多市民的接受范围以内，而且
超市经常会有促销活动，买东西
还是挺实惠的。”一位前来买菜
的女士说，平时买蔬菜水果什么
的也不着急，即使农贸市场离得
比较近也不经常来。

(本报记者 郑美芹)

质监提醒：安全用气罐做到“五看五会五不准”>>头条链接

摊位闲置越来越多———

辽河市场不少商户吃“闲饭”
文/片 本报记者 郑美芹

1 7日上午
11时许，记者来到位于辽河

小区内的农贸市场，本应是一天中最热闹
的时间段，市场却冷清的很，偶尔会有几个老人到农贸

市场里买点菜。记者看到，农贸市场内闲置摊位有半数以上，原先规
定一个摊位只能占两个号的面积，由于闲置地方太多，现在一个摊位可以占到五

至六个号的面积，甚至好多摊位已被旁边的商铺做了仓库之用。部分商铺也不再从事经营，虽
牌子还依然挂着，却早已关门大吉。

▲▲商商贩贩眼眼睁睁睁睁的的看看
着着自自家家蔬蔬菜菜无无人人来来
买买

▲▲多多半半商商铺铺已已经经关关
门门大大吉吉，，甚甚至至打打出出了了
出出租租的的信信息息。。

格记者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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