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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山西晋中一火锅店爆炸燃烧事故致 14 人死亡

聊城不少火锅店仍用煤气罐
本报记者 郭庆文

23 日，山西晋中一家火锅
店发生爆炸燃烧事故，致 14
人死亡，47 人受伤。根据调查
组通报，事故原因初步判定为
液化气泄漏引起爆炸燃烧。25
日，记者走访发现，城区多家
火锅店仍在使用煤气罐加热。

记者调查发现，煤
气罐火锅仍在用

“今天这么冷，吃火锅最合
适。”25 日下午 13 点 40 分，尽管
已经过了中午用餐高峰，兴华西
路一家火锅店里仍有六七桌客人
在用餐。顺着热气腾腾的火锅可
以看到，锅体下冒着不断跳跃的
火焰，每个餐桌底下都有一个液

化气罐。
记者走访昌润路、兴华路的

多家火锅店发现，城区火锅加热
方式主要有电磁炉、酒精炉和液
化气罐，其中使用液化气罐烹煮
火锅的店面有很多家。

“电磁炉火锅也就是近几年
的事儿，以前用液化气的占多
数。”店里正涮火锅的王先生告诉
记者，现在用铜锅煮火锅的店面
基本上都在用液化气罐加热。而
麻辣烫和一些小餐馆也普遍在用
煤气加热。

市民建议用电磁炉
代替液化气罐

记者随机采访了十多位市
民，其中多数市民建议用电磁炉
代替液化气罐，并表示近期不吃

煤气罐火锅了。部分市民表示，还
会选择去一些老店和熟悉的煤气
罐火锅店吃饭，也有市民表示宁
愿买来材料自己在家做。

“我们店里用的是铜锅，必须
用煤气加热。”一位火锅店老板告
诉记者，铜锅煮汤会越煮越浓，本
来用木炭最好，但本着健康卫生
的原则，才选用煤气加热，如果用
电磁炉，火锅的味道就变了。兴华
路一家连锁店的老板也称，火锅
配料是总店定的，必须用煤气罐
加热，其他加热方式会破坏火锅
的味道。

火锅店老板：每天
亲自查一遍

“每周检查一次罐体，每天下
班前检查一遍煤气阀门。”一位火

锅店分店的老板说，平时对煤气
安全非常注意，总店也经常过来
抽查，最近山西火锅店爆炸事件
更是引起了店里的高度重视，总
店老板还专门开了会。“只要规范
操作，就不会出现事故。”

“我每天都要亲自检查一遍，
不然睡不着觉。”兴华路一家火锅
店的老板崔先生告诉记者，平时
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负责煤气罐，
也会提醒顾客不要随意乱碰开
关，一旦闻到煤气味，马上检查罐
体和接口。“做生意要非常小心，
安全最重要。”他说。

“这两天降温，吃火锅的客人
多了。”一位火锅店的老板说，火
锅具有季节性，冬季正当时，但山
西火锅店爆炸事件出来以后，肯
定会给城区火锅市场带来负面影
响，对此，他表示很担忧。

聊城市农产品

物流交易中心启幕

本报聊城 11 月 25 日讯 (记
者 张超) 25 日，聊城市农产
品物流交易中心正式启幕，吸引
了数百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农产
品产销商到场参加，一天内近百
位产销商签订商铺认购合同。

25 日，在聊城市农产品物流
交易中心启幕仪式上，聊城市艾
科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
长陈振国介绍，该中心本着走绿
色、有机高端的发展路子，引入
国内外先进的拍卖系统和经验
技术，从项目立项到工程进展一
直精心规划，潜心布局，从展厅
顶部的太阳能自主发电设备到
废弃物回收再利用，都体现出绿
色环保的新理念。

据了解，聊城市农产品物流
交易中心由聊城市艾科农业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开发建设，中心
规划面积用地 4800 亩，面积 500
万平方米，共分为三期工程，现
一期工程已竣工，并进入招商及
认售阶段，招商一直延续至明年
3 月份，预计明年 5 月 1 日试营
业。

近两年，白菜价格一直走
低，菜农们叫苦不迭。记者走
访发现导致白菜滞销有三个
原因，一是白菜播种期与大棚
菜种植时间冲突，致使和大棚
菜一起上市。二是冬储白菜不
再是主流，白菜需求量减少。
三是白菜种植面积没有减少。

白菜和大棚菜
集中上市

沙镇李知洲村菜农老王介
绍，每年七八月份开始播种白菜，
这个时候大棚里的黄瓜、西葫芦、
芹菜也开始播种，露天地里种的

胡萝卜、白萝卜、菜花和芹菜也在
这个时间播种。这几样蔬菜的成
熟期都是 10 月和 11 月份左右，导
致蔬菜大量集中上市。

菜农周振海说，这个季节不
光白菜不好卖，其他蔬菜价格也
不高。周振海家种了不少芹菜和
菜花，价格在 2 毛左右。周振海
说，村里种白萝卜和胡萝卜的也
不挣钱，因为白菜的产量比其他
蔬菜大，亩产 10000 斤左右，所以
其他蔬菜虽然价格低点，但能卖
出去，白菜会造成滞销。

冬储白菜不再
是主流

50 岁的市民张大爷介绍，10

年前，一到冬天，家里能吃的菜只
有白菜，想吃其他蔬菜也买不着。
5 年前，到了冬天市场上除了白
菜，其他蔬菜也多了，但其他蔬菜
都是大棚种植，或者冷库储存的，
价格较高，白菜相对其他蔬菜便
宜一些，家里吃菜还是会选择白
菜。现在大棚菜多了，而且价格便
宜，超市和市场上能买的蔬菜菜
品多了，白菜不再是唯一选择。

市民郭女士说，前几年一到
冬天，家里都会买很多白菜储存
起来，有时候还会用盐把白菜腌
起来吃。现在冬天买菜很方便，一
般都不存储太多。郭女士说，她现
在每顿饭要吃的菜都是在下班路
上买，在市场上或者超市里买新
鲜的，很少再买很多储存起来。

白菜种植面积
没有减少

沙镇李知洲村负责人介绍，
去年周边几个村种白菜的面积大
约是三四千亩，今年和去年的面
积持平。在白菜人均需求量减少
的同时，种植面积却没减少，这是
造成白菜滞销的重要原因之一。

2010 年，在韩国泡菜危机等
传言的推动下，白菜行情很好，大
白菜的价格达到历史高位，让很
多菜农尝到了甜头。“说不定还能
赶上 2010 年那样的好行情。”菜农
耿双红说，白菜生长期短、好管
理、产量大、投入少，所以年年种
植白菜。

今年首批退伍兵离开聊城
文/片 本报记者 刘铭 本报通讯员 柳凤春 刘驰 李芳忠

11 月 24 日下午，武警聊城市
支队各中队举行“向警徽告别仪
式”，退伍老兵脱下军装，告别警
营。25 日一早，退伍战士陆续乘车
返乡。

在卸衔仪式上，老兵们再一
次庄严地举起右手向警徽和军旗
最后一次行上神圣的军礼。在伤
感的乐曲声中，留队战友为退伍
老兵卸下帽徽、领花、肩章，面对
金色的国徽和鲜红的肩章，老兵
们无限留恋，不禁泪湿衣襟。

25 日上午，武警聊城市支队
举行盛大的欢送仪式，为百余名
服役期满的退伍老兵送行。退伍
老兵代表张凯凯在退伍仪式上
说，要把在部队的作风继续保持
下去，回到家乡也时刻不能忘记
自己曾是一名军人，退伍不褪色，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践行军人的
誓言。

随后，退伍老兵和官兵们纷
纷拿出相机，与即将要离去的老
班长、老战友合影留念，依依惜
别，老兵们踏上了返乡的旅程，武
警官兵排成一列与老兵们挥手告
别。 在一起两年多就要分开了，刚卸下警衔的战士拥抱惜别。

24 日，本报联合东昌府区中
医院、东昌府区妇幼保健院走进
柳泉花园举办义诊，多名儿科专
家和中医专家为居民诊断病情。

本报记者 王尚磊 摄

义诊进社区

□白菜人均需求量降低 □与大棚一起上市 □白菜种植面积没有减少

三大原因导致白菜滞销
本报记者 邹俊美

一天三起煤气中毒

放倒四人

本报聊城 11 月 25 日讯 (记
者 王尚磊 通讯员 董雪)
25 日，全市发生三起煤气中毒事
故，四人被“熏倒”，其中三人比
较严重。

25 日上午，临清老赵庄一名
村民拨打 120 称，一对夫妻煤气
中毒需要急救。接警后，急救车
赶到现场，把昏迷中的夫妻送到
医院抢救。

当天，聊城花园路南头一位
老年人因煤气中毒发生不适。高
唐县杨官屯一位老人在午休后
昏迷，怀疑是煤气中毒。急救车
赶到现场，对老人进行了抢救，
发现老人的症状属于煤气中毒。

大学生募捐 2000 元

捐给重病三胞胎

本报聊城 11 月 25 日讯 (记
者 张超) 24 日，聊城大学药
学院的 18 名大学生走上街头，
为本报连续报道过的重病三胞
胎组织爱心义捐，市民纷纷伸出
援手，两天内共募得善款 2006
元，将全部捐献给重病三胞胎。

自本报 11 月 9 日《生下三
胞胎，却高兴不起来》一文刊登
后，连日来，不少爱心市民纷纷
致电本了解情况，或自发去他家
中捐助这三个患儿。

聊大药学院学生主动联系
本报，用周六周末两天时间走上
街头，冒着寒风，为重病三胞胎
举行了义捐。两天时间共募得善
款 2000 多元，捐来的钱将会送到
周发刚手中，用来帮助这几个孩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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