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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探寻烟花生产的过

程，1月17日，记者赶到了巢湖市散

兵镇，对这里烟花爆竹加工情况进行

调查。

驱车进入散兵镇，记者在路边看到，一排

排烟花的外模具，整齐地堆放在一栋栋居民楼

外进行晾晒，转了一圈，记者粗略数了下，外面

堆放着烟花模具的居民楼，足有上百户。

下车近距离观察这些烟花的半成品，发现

这些模具大多做工粗糙，手工穿插的引线，也

是长短不一，而底座处用来封填的泥巴，不但

深浅厚度不同，很多甚至都并没有完全密封完

毕。

敲开一户居民家的大门，户主介绍说，这

些模具是烟花厂里委托他们加工的。他们的

工作，就是将厂里送来的烟花模型底座用泥巴

封好，然后再在烟花管内穿上引线，最后得出

的半成品再送回厂里进行填药、加工。

据这位老板介绍，生产烟花爆竹是该镇的

传统，整个镇里几乎所有的住户，都以此为生，

已经有多年的历史。

小镇上上百家烟花生产作坊
探
访

过年的烟花，你放心吗？

新年将至，烟花爆竹销
售到了旺季。日前，记者接
到省城读者反映称，位于合
肥市新安江东路一带的烟
花爆竹销售点不少打着“浏
阳”的牌子出售伪劣品，不
少店面没有销售许可证，仓
储安全有巨大隐患。

年关将至，我们能放上
放心的烟花吗?按照销售
市场到生产源头的线路，记
者展开调查。

记者刚来到省城新安江东

路与当涂路交口，一个鲜红的

“浏阳花炮”的招牌就映入眼帘。

合肥新安江东路是各类烟

花爆竹的销售聚集点，整条路上，商户们

租用的都是自建房，记者细数了一下，各

类大小商店将近十余家，这些店面无一

例外都打着“浏阳”牌。

据记者了解，由于浏阳出产的烟花安

全有保障，而且一般效果比其他的产品

好，因此多年来，很多商家给自己生产的

花炮贴上了“浏阳”的牌子。

记者随机走进了一家花炮店，店内

摆放着各类烟花爆竹。

老板热情地向记者介绍，“浏阳的是

最好的，巢湖的在价格上和质量上都要

差一点。”在该家花炮店，记者注意到，大

多数烟花产地都标注为“浏阳”，其他的

还有合肥本地生产的和巢湖生产的。

按照规定，烟花爆竹经销店必须具

有烟花爆竹销售许可证和工商营业执

照。但在暗访中，记者却发现，这家店面

并没有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对此，老板

解释称许可证正在审批之中。而走遍整

个花炮市场，记者也很少见到有齐全手

续的花炮店。

在新安江东路暗访时，记

者发现了这样一个现象:小门

面店里摆放着零星几种爆竹烟

花，而真正的“大货”都隐藏在

暗门后的小仓库里。

在一家不足十平米的花炮店，记者

以要货的名义请求看货。老板随后打开

一堆箱子后面的一个小门，由于整个墙

面呈粉红色，如果不细看，根本无法看出

还有个暗门。

小门后面的仓库显得极为狭窄，只

有数平米。各类花炮高高堆起，挨着闪

亮的灯泡，让人看着很是担心。

而按照相关规定，花炮经营户首

先要严格达到烟花爆竹专营店和专

柜经营场所安全条件，严禁在营业场

所使用煤气灶、煤炉等明火设施，严

禁在生活区单独设立储存仓库。面

对记者的疑问，一老板坦言说：“根据

规定，烟花爆竹店之间要相隔 50 米，

而我们这里店面密度比较大，不符合

要求，有关部门查得也比较严，所以

才这样做。”

在另一家烟花爆竹店门口，记者看

到，有几个人围在一起，一边抽着烟一边

聊天，并随意弹着烟灰，而他们距离摆放

烟花的地方不到一米远。类似的场景，

在整个烟花市场中屡见不鲜。

在暗访中，记者声称饭店开业，要

买一些较好的烟花爆竹，老板们热情

接待，并向记者一一介绍店里的特色

产品。

“我老板点名要买正宗的浏阳炮，就为了开

业图个吉利。”记者说。

“有正宗浏阳产的，但比巢湖的要贵得多。”

一位老板告诉记者，一些店面都用巢湖的花炮冒

充浏阳产的，质量虽然差一点，还同样可以保证

安全。

记者在多个店里看到，这些“浏阳”花炮产

地不明，只能从外表看出有浏阳某厂产的字样。

“正宗浏阳产的是比其他的要贵好几十块

钱，不过确实质量好，而且燃放出来的焰火很绚

丽。”一位老板向记者介绍。

该老板还坦言，目前，市场上卖的浏阳烟花

多数都是产自巢湖，属于冒牌，他们店也有巢湖

产的，但质量可以保证。

浏阳烟花多产自巢湖
爆
料

花炮市场鲜见正规执照
调
查

暗门隐秘，小仓库原在店面里
发
现

小作坊内，工人正在生产烟花爆竹

随后，记者以购买烟花为名，进

入到了一家加工烟花的作坊。一间

50平米左右的加工室里，摆放着两

台机器，几个工人正在忙碌着。一名

工人负责将硬纸张叠在一起，用机器卷成筒

状，然后用胶水固定；另一名工人负责将卷好

的纸筒，统一切成相同的长度，然后用绳子将

每20个纸筒捆在一起，不一会工夫，数十个纸

筒捆就被加工完成，从外形上判断，这些纸筒

应该就是花炮的“炮管”了。

“我们这里加工纸筒，然后还要给别人封

底、穿线，等都加工好了，就运到山上去，那里

的烟花厂再向里面填火药，还有外包装。”工人

这样跟记者介绍。

不一会的工夫，记着看到，一辆农用小货

车赶到作坊门前，几名工人一起把加工好的

“炮管”抬上车，随后，车子发动，一路驶入了镇

子深处。 本报记者 文/图

半成品多由小作坊生产
惊
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