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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查处违规储存和售卖“黑气”案
近日，记者跟随郑州航空港区生态环境

和城市管理局（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人员，
在鄱阳湖路与凌空街交叉口路北一处隐蔽的
民房内看到，一个个无资质的燃气钢瓶随意
堆放。

经查，该地不具备储存燃气条件，经营者
违法进行燃气交易，执法人员在现场共查扣

“黑气瓶”46个，净气重123公斤。
公开资料显示，今年以来，各地相继查处

多起违规储存和售卖“黑气”案件：
9月，江西九江市柴桑区有关部门捣毁3

处“黑气瓶”非法储存窝点，查获“黑气瓶”177
个；6月，黑龙江哈尔滨市南岗区燃气联合执
法专班在一居民区、学校及农贸市场合围区
域，现场收缴“黑气瓶”75个；3月，广西柳州柳
南区城管执法局联合多部门查处一处“黑气”
窝点，查获装满气的“黑气瓶”17个……

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城乡结合部是“黑
气”重灾区。

郑州航空港区生态环境和城市管理局
（综合行政执法局）城市综合执法大队副大队
长魏瑞喜说，城乡结合部环境较为复杂，人员
流动性强，令不法商贩有机可乘，居民“黑气”
使用率较高。

记者不久前在青海省海东市某城乡结合
部一气罐充装站走访发现，非指定公司的气
罐也可进行充装。该气罐充装站工作人员
说，只要家里有空的气罐，就可以来充装，按
照市场价格支付费用，“什么气罐都可以”。

此外，违规售卖“黑气”的“司机流动店”
滋生。

青海省相关监管部门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在已查处案件中，违规售卖“黑气”的“司
机流动店”占比较高。他们的运作模式是：先
挂靠公司获得危险品运输资质，然后购买相
对便宜的无资质“黑气瓶”，去相对便宜的充
气站充气，再将气罐拉到偏远的山村销售，以
赚取差价。

如何流入市场？
今年初，江西省南昌市公安局青云谱分

局侦破一起无证经营液化气案件。犯罪嫌疑
人从液化气站按一瓶液化气90元的批发价

“进货”，再以93元到95元的价格卖给商户或
居民。

记者走访小区附近多家商户了解到，该
犯罪嫌疑人的液化气不仅低于每瓶100元左
右的市场价，而且会送货上门。

魏瑞喜说，在郑州，15公斤气罐正规市场
价为110元，但在不法商贩手中会便宜10元左
右。一些不法商贩在燃气中掺二甲醚，在钢
瓶阀门上动手脚，让火看上去很旺，但二甲醚
会严重腐蚀钢瓶的橡胶密封圈，导致钢瓶阀
门漏气，造成安全隐患。

作为源头端的液化气站，为何愿意低价
向不法商贩供货？

一名基层液化气站负责人告诉记者，一
些不法商贩曾是液化气站的送气员，在长期
送气过程中积累了“客户”资源，后来自立门
户。这些人熟悉用户地址、送气周期需求，加
上储存、运输没有安全规范操作，因此能够节
省成本低价销售。“如果液化气站不按批发价
给他们供货，他们就会带着‘客户’资源到其
他气站充装”。

多重掩护增加了对不法商贩的查处难
度。记者了解到，部分商贩以现金交易，避免
留存转账记录等证据，送气上门时即停即走，
查处难度较大。

记者走访发现，一些商户燃气安全意识较
弱。“都是找人送气上门，至今没有发生安全事
故，不会关注液化气是否合规。”某商户说。

多名受访液化气站负责人建议，为群众设
立购买液化气系统平台，根据用户需求由液化
气站直接接单、配送及安装，实行“一送一检”，
在保障安全的同时遏制中间商低价竞争。

“应进一步明确液化气经营者的资质要
求并定期举办培训考试，鼓励液化气站吸纳
重新获得资质的商贩进行液化气瓶配送和安
装，铲除不法商贩的滋生土壤。”江西省城市
建设管理协会燃气行业分会秘书长金平说。

明确执法职责提升监管效率
瓶装液化气安全管理涉及应急、市监、城

管、住建、交通等多个部门。记者在调研中了
解到，由于缺乏有效的跨部门协调监管机制，

“九龙治水”难题仍存。
“像查处‘黑气瓶’问题，由公安、市场监

管和住建部门共同负责，不合格的燃气器具
由市场监管部门负责，危险货物道路运输环
节则由交通运输部门负责。”沈阳市城镇燃气
管理站有关负责人说，多头管理增加了监管
难度。

业内人士分析，瓶装液化气交易链条长，
导致监管难度较大。从气源上看，燃气公司
通常管不了液化石油气，只能向主管部门报
停管道气；从管理单位看，燃气安全主管单位
主要是住建部门，能垂直管理的应急部门一

般只在事后介入。目前，全国多地尚未建立
完善的部门协调监管机制，行政执法“碎片
化”问题突出，监管效率有待进一步提升。

“流动商贩点散面广，机动性较强，执法
部门只能及时规劝或记下电话督促整改，‘黑
气’治理方面难度很大。”魏瑞喜说。

根据《关于加强瓶装液化石油气安全管
理的指导意见》，各地有关部门要按照“管行
业必须管安全”和“谁审批、谁监管、谁负责安
全”的原则，切实履行瓶装液化石油气安全监
管职责。记者走访发现，由于缺少专业的监
督人员，一些郊区或者城中村的液化气安全
保障工作流于形式。

“每过几天，街道社区和有关部门就来检
查，但大多是看看就走了，自己也没学会燃气
安全知识。”一名商户说。

辽宁省燃气协会秘书长王奎昌建议，进
一步明确各级监管部门的执法责任和监管边
界，理顺机制形成监管合力，积极推动基层末
梢安全生产专项监管，探索多部门联动等监
管机制。

记者了解到，南昌等地公安机关加强与
市场监管、住建等相关部门沟通协作，增强日
常巡查和无证经营打击力度，同时向社区群
众和用气商户定期宣传安全用气知识，推进
燃气安全管理工作。

陕西省商洛市天然气有限公司安全与环
境监察部部长张轶博也提示，消费者在购买
罐装气时，首先要确认厂家是否正规有资质，
查看罐体是否有钢印及溯源二维码；日常保
持开窗通风，注意灶具更换年限；出现意外情
况要及时关闭阀门，在安全的地方拨打救援
电话。 （新华社北京12月18日电）

危险的“黑气”如何流入市场？
——燃气安全系列调查之三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魏玉坤 李文哲 王浡

“黑气”，通常是指无燃气经营许可证的企业或个人在非法经营网点出售的瓶装液化石油气，是
诱发燃气安全事故的重要原因之一。

“新华视点”记者近期调查发现，在一些地区，消费者出于价格便宜、送货上门等考虑购买非法
“黑气”。由于交易链条长，加上缺乏有效的跨部门协调机制，打击“黑气”尚存不少难题。

现实题材表现亮眼
2024年的电影市场，现实题材影片精彩

纷呈。
票房排名前五的影片中，《热辣滚烫》《飞

驰人生2》《抓娃娃》《第二十条》均注重从普通
人的喜怒哀乐中寻找创作灵感，带有浓厚的
现实色彩。

一个多月前揭晓的第37届中国电影金鸡
奖，《第二十条》《我们一起摇太阳》等现实题
材影片收获重要奖项。

可以说，现实题材影片实现了口碑和票
房双丰收。

银幕上的悲欢离合，引发银幕外的情感
共振。“在开年的时候，这样一部电影可以让
大家感受到力量”“通过普通人身上百折千回
的遭遇，去宣扬公平正义的法律精神”……互
联网上，观众一字一句，纷纷抒发自己的观影
感受。

“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为电影人提供了
广阔的创作空间。”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新媒
体委员会秘书长胡建礼说，“现实题材影片贴
近生活。观众往往可以在影片中看到自己的
影子，比较容易产生共鸣。”

事实上，一直以来，“深入生活、扎根人
民”始终是中国电影人坚持的创作原则。伴
随时代发展和社会变迁，如何把火热的现实
生活转化为生动的电影语言，让故事更加好
看、更能打动人？电影人始终在探索。

一方面，越来越多的电影人不断探索现
实题材与类型片创作方式的结合，现实题材
影片创作手法更加多元。

“例如，《热辣滚烫》和《抓娃娃》是现实题
材和喜剧类型结合，《默杀》呈现出悬疑片特
征。”在影评人李星文看来，相较于传统的现
实主义影片，现实题材类型片更容易提供情
绪价值和情感抚慰，从而引发观众更多关注
和讨论。

另一方面，现实题材影片深入挖掘当前
社会生活中的热点问题、矛盾冲突和人性光
辉，并注重在思想上进一步深化。

《第二十条》以故事化手法将正当防卫
条款搬上大银幕，《逆行人生》展现外卖员
群体的日常和大数据的力量，《好东西》关
注女性的情感与生活……电影人深入现实
生活，拓展了现实题材的表达空间，以人
民为中心的创作理念在大银幕上得到进一
步深化。

视听语言推陈出新
作为一种视听艺术，电影吸引观众的关

键，既包括精彩的故事讲述和人物塑造，也离
不开震撼的视觉特效和听觉体验。随着电影
工业的进步和电影科技的发展，“看大片”早
已成为观众走进影院的期待。

2024年的电影市场，“大片”没有缺席。
在陈凯歌导演的《志愿军：存亡之战》中，

仅搭建、处理过的拍摄场地就有20多个，在主
要人物角色外还动用了2000多名群演，生动
呈现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中铁原阻击战的悲
壮与激烈。陈思诚导演的《解密》则采用
IMAX特制拍摄，展现了宏大的视觉奇观和强
烈的色彩冲击。两部影片都是我国电影工业
发展的生动缩影。

“《解密》的拍摄过程对我来说是一次新
尝试。我希望为观众呈现一部具有震撼视听
效果的‘大制作’，拍摄出具有时代特色的国
产‘大片’。”陈思诚说。

光影艺术与舞台艺术的融合，同样为电
影创作带来更多可能。国庆假期，电影《只此
青绿》上映，这部由同名舞蹈诗剧原班编、导、
演阵容与电影人合作打造的影片，搭建起舞
蹈艺术与电影艺术沟通的桥梁，让舞蹈之美
真切地展现在了大银幕上。

2024年的电影市场，既有视听语言的新
发展，也有电影业态的新尝试。

巴黎奥运会期间，全国超800家影院推出
了2300余场次观赛活动，吸引5.6万人次走进
影院看奥运，总票房超240万元。

一些专家认为，在影院进行奥运比赛直
播是电影市场一次有益的探索，它打破了影
院只进行电影放映的局限，对于推动影院发
展成为一种综合性文化娱乐场所具有积极
作用。

“充分利用影院高品质视听环境开展其
他增值业务，如演唱会、音乐会、电子竞技、体
育赛事等，已经成为当前影院业务拓展的重
要方向。”中国电影科学技术研究所党委书记
龚波说。

电影与旅游双向奔赴
动画电影《白蛇：浮生》为浙江杭州暑期

游增添新视角；青春爱情片《那个不为人知的
故事》吸引众多新婚夫妇随主创来到云南玉
龙雪山脚下；从《爱情神话》到《好东西》，上海
的“City Walk”不断升温……

从影院到景点，从“热映”到“热游”，2024
年7月，中宣部电影局、文化和旅游部资源开
发司共同组织开展的2024年“跟着电影去旅
游”活动启动。“电影+旅游”不再是影迷和旅
友的零星自发活动，而是成为覆盖全国的电
影文化新现象。

连日来，位于上海外滩18号侧门游人如
织，这里的接待前台和红色装饰电梯场景，在
热映电影《好东西》中多次出现。此外，上海
的15辆公交车及苏州河游船也都“披上”了电
影海报“外衣”。

外滩18号久事艺术空间工作人员介绍，
近期到此观展、用餐、购物的游客明显上升，
其中不少就是为了电影《好东西》取景地而来
打卡的年轻人。

上海市电影局、上海市文旅局联合推出
的“好爱上海——跟着电影去旅游”系列活
动，涉及上海徐汇、黄浦、长宁、静安、虹口等
区。上海电影集团副总裁徐春萍说，影游联
动真正实现了“文-商-旅-展”相互协同，为年
末全国文娱消费市场注入新动能，在惠及观
众的同时，也促进了行业高质量发展。

与此同时，重庆、湖南、四川等电影热门
取景地，也加入年末的“电影+旅游”行列。业
内预期，未来几年，还将有一批展现我国大好
河山的新片公映，电影产业辐射效应将会进
一步加强。

“电影和旅游的融合，不仅可以提升旅游
景点的吸引力和文化内涵，也可以增加影片
宣传渠道。对于电影创作生产和经济社会发
展都会起到良好推动作用。”胡建礼说。

（新华社北京12月18日电）

扎根现实、创新表达，满足电影市场多样化需求
新华社记者王鹏许晓青魏婧宇

时值年终，电影院里依然佳片不断。
刚刚过去的周末，从讲述少年追梦故事的《雄狮少年2》，到展现澳门风土人情和历史变迁的《多想和你再见一面》，再到《海洋奇缘

2》《魔法坏女巫》等多类型进口片，不论你喜欢哪种类型的影片，都有机会在影院找到心仪的选择。
这是我国2024年电影市场的生动缩影。
匆匆又一年。不论是春节档的《热辣滚烫》《第二十条》，还是暑期档的《抓娃娃》《默杀》，亦或是国庆档的《志愿军：存亡之战》《只

此青绿》，广大电影人潜心创作，推出题材多元、类型丰富的作品，不断满足观众多样化的观影需求。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2024年电影总票房已突破410亿元。一句句台词、一幕幕镜头、一部部佳作，尽显光影艺术的独特

魅力，也持续丰富着广大观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