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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2月20日讯 春节过
后，餐饮门店陆续开张营业。为
持续加强燃气安全监管工作，全
面消除燃气安全隐患，自2月17
日开始，淄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成立督导暗访组走访全市餐
饮用气场所、燃气企业，开展节
后重点区域燃气安全督查检查。
2月19日，记者跟随暗访组实地
体验了一把淄博的燃气安全

“码”上见的“闭环”管理机制。
“用气瓶需要与公共就餐区

域有效隔离，以保证安全。”“燃
气报警器正常吗？”上午9时许，
在张店区体坛便民市场一餐饮
店内，暗访组执法人员对餐饮场
所内燃气设施的安装使用、燃气
报警器、气瓶等进行细致检查，
对发现的安全隐患及时督促
整改。

此外，在进行燃气安全检查
时，执法人员更加注重普法宣
传。不厌其烦地向餐饮经营者
详细讲解说明各类违规使用燃
气设施对公共安全造成的危害，
阐明安全隐患可能带来的严重
后果，督促餐饮经营者进一步增
强安全意识，养成良好的作业习
惯，从细节上防范各类安全
隐患。

“我们明白，燃气安全不仅
仅是为了保护前来用餐的客人，
更是保障我们的人身和财产安
全，欢迎执法人员的监督，我们

一定学好、用好这些安全知识。”
一餐饮店老板刘长会说，执法人
员每月的固定检查和随机抽查，
让他从最初的“怕”变成现如今
的“离不开”。“执法人员来检查
一下，我们用着更安全、更放心。
而且哪里有不懂的地方，还可以
随时问。”

记者留意到，每到一处，除
常规检查外，执法人员都会用手
机扫描气瓶身上的“二维码”。

“这就好比气瓶的‘身份证’。
看，扫码后可追溯该气瓶的充装
单位（燃气公司）、检验日期以及
下次检验日期、气瓶状态等有效
信息，包括什么人配送的，一目
了然。”据现场执法人员介绍，

“安不安全码上见”，以前需要跑
腿调取的繁琐资料，现如今小小
一枚二维码，便揪住了燃气安全
的“线头”。

然而，“线头”有了，如何串
线成环，实现闭环管理？

截至目前，淄博现有瓶装液
化石油气企业13家，餐饮用气
场所1.7万余家，市场流通的注
册备案的燃气钢瓶达32万只。
面对如此庞大的管理数字，充装
便捷但流动性大的瓶装液化石
油气怎么管理？燃气安全预警
手段如何更有效地发挥作用？
如何让燃气安全风险可见可管
可控？这些都是燃气安全监管

工作中，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存在问题，那就顺着线头向

上捋；解决问题，方能形成工作
闭环。

当天中午，暗访组在对王舍
路沿街餐饮店铺进行检查时发
现：两家餐饮店同时使用着两家
公司的燃气钢瓶，且为同一名送
气工配送。其中由淄博某燃气
公司提供的钢瓶，扫码显示该公
司并未与餐饮用户签订供用气
协议，且未对用户燃气设施开展

“随瓶安检”和定期安全检查。
“该公司明显存在违法行为，走！
去这家公司查！”

随即，执法人员来到该燃气
公司，仔细查阅了设备巡检记
录、用户安检台账以及员工管理
等档案资料，重点查看燃气设备
生产运行、安全管理制度、应急
预案制定以及安全教育培训等
情况。执法人员经过现场勘验
与检查，发现该燃气公司对瓶装
送气工培训管理不到位，未实行
统一配送管理；用户台账不清
晰，不能掌握所有用户信息；入
户安检单内容与实际情况不符；
定期入户安全检查未覆盖全部
用户。执法人员当即对其违法
行为进行了批评教育，并要求其
及时整改，随后，还将根据违法
行为的严重性进行处罚。

自2023年以来，淄博市创
新城市燃气监管机制，率先在全

省出台了《关于规范瓶装液化石
油气经营配送服务的十条措
施》，建立了瓶装液化石油气智
慧化监管平台，实现了行业智慧
化管理。同时，首次对餐饮等用
气单位实施了“隐患不除不供
气”经营制度，明确了标准化经
营配送服务、集约配送和送瓶即
检、实施专业化的免费安检、实
行市域范围配送工“持证上岗”
管理、建立供气用气双方协同配
合机制、严厉打击非法经营配送
行为、建立“群众吹哨、部门联
动”等管理机制，切实提高了燃
气安全管理和服务水平。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不间
断开展燃气安全检查，以最严谨
的标准、最严格的执法、最有力
的惩戒切实消除安全隐患，坚决
防范燃气事故发生，确保节后复
工复产燃气安全形势稳定。”说
完，暗访组执法人员大步走向另
一家暗访检查单位，继续进行燃
气安全隐患排查。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王莉莉 高钊

顺着线头捋 暗访组发现哪些问题
淄博开展节后重点区域燃气安全督查检查

技改窑炉点火 这个企业有望增收1个亿
淄博2月20日讯 2月17

日，新年伊始，山东瀚邦家居玻
璃有限公司一车间举行点火仪
式，标志着天然气玻璃窑炉技术
改造项目顺利开工投产。投产
后，预计年新增高档玻璃制品产
能35000吨，新增营业收入1亿
元，为当地新增工作岗位200
余个。

位于淄博市博山区八陡镇
的山东瀚邦家居玻璃有限公司，
盘活山东龙宇玻璃有限公司原
有厂房车间，对玻璃窑炉及生产

线配套设备进行智能化提升改
造，改建玻璃窑炉2座，购置行列
机、压机、天然气烧枪等设备34
余台（套）。

距此不足5公里之外，在八
陡镇北部的博山新材料产业园
里，年产15万吨新型功能玻璃生
产项目正在施工当中，项目总占
地面积230余亩，建筑面积16万
平方米，将建设玻璃窑炉5座，成
品仓库2座，配料车间2座，项目
还将配套控制中心、多功能展
厅、研发中心等。项目将购置行

列机、压机、退温炉、空气压缩机
等设备200余台（套），预计年产
15万吨新型功能玻璃，这也是博
山日用玻璃产业的标杆性项目。

此前，在八陡镇党委政府的
全力以赴推动下，施工现场以每
天不少于1500台次运输车辆的
频次繁忙起来，仅仅6个月，累计
挖土石方234万方，完成了预计
12个月才能达成的工期。

八陡镇在抓好招商引资增
量引进的同时，坚定不移地推动
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把简单重

复、技术落后、附加值低的低端
产业、传统产业，转型提升为智
能产业、精细产业、绿色产业。
借助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提供
的重大商贸机遇，博山玻璃企业
在原有基础上有针对性地进行
创新，日用玻璃企业的研发水平
和产品品质逐年提高，正引领日
用玻璃产业向轻量化、智能化、
高端化方向转型升级。

“上述项目入园后，我们将
持续推动全产业链发展，不断优
化营商环境，为企业发展纾困解

难，推动项目扩产，确保企业发
展再升级、再提速。项目全部投
产达效后，年产值预计10亿元，
提供1000个就业岗位。”八陡镇
负责人对项目的未来充满信心。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李波 通讯员 沈婕

执法人员检查餐饮场所燃气设施。

从传承到创新

迎仙村百年扮玩文化的变与不变
2月19日（农历正月初十）

下午2点，夹着小雪的凛冽寒风
阻挡不住淄博高新区迎仙村80
位父老乡亲的扮玩活动排练热
情。秧歌队的队员们，肩挑花
篮，在领队张俊英的指挥下，伴
着铿锵有力的锣鼓声，时而整齐
划一地前进，时而呈“人”字形排
开，在寒风中展现飒爽英姿。

迎仙村党支部书记张强介
绍，本村建于清朝初年，距今
300多年，据村志记载，扮玩一
直是本村的特色文化，从起初只
有少数人参加，到最近20年来的

全民参与，活动规模越来越大。
迎仙村扮玩活动总指挥、迎

仙村群众艺术团负责人张方浩
介绍，村里大部分年轻人都住在
城区，每年为了能参加扮玩活
动，很多村民选择回村暂住。

为了鼓励村民积极参与乡
村文化振兴，迎仙村还实行“考
勤”制度，与乡村环境治理“一网
三联”考核挂钩，凡是参加村集
体文化活动，均给予积分，每季
度统一兑换生活用品作为奖励。

34岁的王庆燕是迎仙村群
众艺术团的骨干，在此次扮玩活

动中，负责表演现代舞。用她的
话说，作为乡村的年轻一代，以
自己的方式参与其中，传承并展
现深厚的乡村文化内涵。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张培

迎仙村村民在排练扮玩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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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气安全，重于泰山。如何做好新时代的燃气安全工作，这既是紧迫的任务，也是长期的责
任。这需要我们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形成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即日起，本报开设专
栏——— 守护淄博安“燃”，让我们携手共进，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共同做好新时代的燃气安全
工作，为经济社会发展保驾护航，为人民群众创造更加安全、稳定、和谐的生活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