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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年行驶在公路上的车主们或许并不知道，分
布在城市中各个路口或者沿道而建的加油站并非他
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同一公司旗下的加油站销售的
汽柴油中为何存在质量差异？不同加油站同价位所
加的油量又为何容量有别？加油站中依次排开的加
油机内部又存在哪些可人为操作的“猫腻”？

据《21世纪经济报道》报道

而除了加油枪使用这一道环节含

有“门道”外，加油机内部计算系统的芯

片也同样是违法违规加油站施以伎俩

的另一关键环节。

一名接近私人加油站合伙人的人

士对记者说，在电脑加油站出现之前，

国内的主要加油机都是以机械式记数

为主，而为达到“多记数少出油”的目

的，部分加油站负责人则更换了加油机

内部的计量参数齿轮。

随后，科技的进步也让机械式加油

机逐渐淘汰，取而代之的是带有系统程

序的电脑加油机，但即便如此，一些试

图“雁过拔毛”的加油站仍有机可乘。

“电脑加油机比之前的机械加油机

耍手脚要难一些，但还是可以弄，只要

对机器里面的计量程序芯片进行修改

就可以了，有些销售加油机设备的厂家

都会配合进行修改，给钱就行。”上述接

近私人加油站合伙人的人士说。

事实上，对于部分加油站私自销

毁质检部门铅封，对电脑芯片进行修

改的行径，监管部门早已整肃多次，但

在应对工商、质检等部门的抽查时，违

规加油站的旁门左道仍让执法者无计

可施。

今年 3·15 前夕，各地对辖区内的

加油站进行了突击抽查，记者梳理质监

部门官方发布的通报材料发现，在北

京、湖南、江西、天津、山东、广东、河北

等多个省份均查出修改加油机内部芯

片，欺骗消费者的行为。

此前，湖南省长沙市质监稽查局在

对市内多家加油站进行抽查后发现，现

阶段一些不法加油站的违法手段也已

日益更新。长沙市质监稽查局稽查二

处副处长于广深表示，此前，加油机作

弊一般采用对加油机的流量计或者编

码器做手脚，而新的作弊方式则是用软

件，“他们都是在加油机电脑程序里重

新写入一个程序，启动这个程序就能作

弊，但一旦将加油机的控制面板复位或

断电重启，重新写入的这个程序将失

效，启动的就是加油机原有程序。”

由于重新写入的系统程序具有重

启还原功能，在执法部门对问题加油站

进行检查时，往往还来不及拆卸铅封，

加油站的工作人员就已关掉了电闸。

一门受理协同办理
萧县民政局加快推进建立困难群众“救急难”工作机制

日前，萧县在全县范围内开
展了城乡困难群众“救急难”工作
试点，坚持“托底线、救急难、可持
续”的原则，通过做好各项制度和
救助资源的衔接配合，补短板、托
底线，使困难群众“求助有门”、受
助及时的要求得到满足，逐步建
立健全“救急难”工作长效机制。

“一门受理，协同办理”
确保困难群众“求助有门”

建立“救急难”服务网络。萧县以现

有乡镇政府政务服务中心为平台，抽调民

政、卫生、教育等人员，设立乡镇社会救助

服务站，负责本乡镇社会救助工作的综合

协调、政策咨询、业务统筹、督查指导、社

会救助事务受理、信息平台的建设管理等

工作，方便群众“求助有门”。救助服务站

实行“一站式”服务，建立社会救助网络信

息平台，实行县、乡镇、村（社区）三级联

网，做到救助信息三级共享，并借助信息

化手段，科学确定救助对象，避免重复救

助、多头救助和救助遗漏，形成横向互联、

纵向互通的社会救助网络平台。

健全“救急难”服务制度。在全县推

行“首问负责制”和“转介”工作制度，明确

部门职责及分办、转办流程和办理时限，

建立化解急难问题的“绿色通道”。推行

“首问负责制”，首次接到急难对象诉求的

部门或单位为责任部门，负责协调监督办

理结果，对推诿扯皮者将追究相关人员的

责任。

夯实“救急难”服务基础。建立通报、

督办、核查和奖惩等制度，加大督促、检查

和指导力度，推进工作落实；加强乡镇、村

（居）工作力量，强化社会救助机构建设，配

齐、配强、配好工作队伍，做到机构、人员、

经费、场地、制度和工作“六到位”；按照“分

级实施、各负其责、上下配合、相互协调”的

要求，加强工作配合，注重工作联动，努力

形成做好社会救助工作的强大合力。

“主动救助，及时救助”
确保困难群众“求救有救”

健全急难对象主动发现救助机制。依

托城乡村（居）党组织、村（居）委会和残联、

红十字会等服务机构，充分发挥村（社区）、

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作用，建立

县、乡镇、村（社区）和服务组织“四级联网”

急难对象主动发现、及时救助机制，加大主

动救助或协调救助力度，通过政府、社会组

织等及时采取帮扶、疏导和监护干预措施，

切实做到早发现、早救助、早干预，并健全

周报信息统计和逐级报送机制。

健全急难对象利益诉求表达机制。

建立完善“急难对象利益有所呼、党委政

府社会力量积极办”和急难对象利益诉求

“向谁说、谁来办”两大急难对象利益诉求

表达和解决机制，明确以急难对象家庭为

核心的利益诉求由乡镇政府社会救助服

务站受理解决。同时，建立健全走访急难

对象、征求意见、社会调查、舆情分析、民

情信息研判等方面制度，形成问政于民、

问需于民、问计于民的社会救助工作规范

和制度机制，疏通和拓宽民意反映渠道，

真诚倾听急难对象呼声，真实反映急难对

象意愿，主动关心急难对象疾苦，积极满

足急难对象需求，准确把握社情民意。

健全急难对象利益诉求保障机制。

综合运用城乡低保、低保边缘家庭、农村

五保、医疗救助、临时救助、住房、教育等

急难对象社会救助政策，开通“社会救助

直通车”热线服务电话，面向全县群众提

供救助和政策咨询等服务。专门配备专

职人员和救助专车、电脑、摄像机和数码

相机等设备，急难对象在城乡低保、五保

供养、医疗救助以及灾害、慈善、流浪乞讨

救助等现行救助框架内，基本生活有什么

困难和问题，可直接拨打热线电话申请救

助，确保在第一时间内受理急难对象诉

求。重要的或者紧急的求助事项，县、乡

镇共同承办，一个工作日内赶到现场，特

事特办，当场给予救助，切实保障好急难

对象的基本生活权益。

“部门联动，城乡互动”
确保困难群众“求助有助”

建立数字化急难对象社会救助网络

系统。由民政部门牵头，整合公安、社保、

工商等各方相关数据，将急难对象的劳动

就业、社会保障、贫困救助、计划生育、卫

生防疫、文化教育等相关数据纳入数据库

进行统一管理，建立救助资源与救助需求

信息对接平台，全面建立急难对象家庭经

济状况信息部门互通互联救助网络。

完善急难对象经济状况信息核对共

享机制。在民政部门建立的信息核对中

心的基础上，加快健全社会救助信息共享

机制，为主动发现急难对象和准确判断急

难情形提供依据。加强与卫生计生、教

育、住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社会救

助管理部门以及慈善组织的信息共享，及

时了解掌握专项救助和慈善救助开展情

况，使救助对象的需求和政府的救助资

源、慈善组织的救助项目，社会各界的爱

心捐赠、志愿服务等资源有效对接。

整合城乡困难群众救助资源服务信息

平台。在县、乡镇分别设立救助服务大厅，

为整合社会救助资源、合理支配资金、动态

追踪救助对象搭建起了有序、高效的运作

平台。公开社会救助服务电话，县、乡镇各

级救助工作人员接线后在第一时间解答疑

难、提供帮扶。建立急难对象分析系统，根

据急难对象的收支情况、住房状况、受助历

史等按特定公式生成贫困指数和需救助指

数。搭建救助服务网络，建立以社会救助

服务中心为中枢,覆盖多部门、乡镇（服务

站）和村居 (服务点)的三级网络，坚持三级

联动，使急难对象救助帮扶实现由节日慰

问向日常救助、被动施救向主动帮扶、静态

观察向动态管理的转变。

宗禾

加油站的“猫腻”你知道多少？
油枪抓放、加油机芯片、油品标号，处处有玄机

油枪抓放“玄机”

“加油员给车辆加油时，加油枪上的

开关很有讲究，抓一下松一下反复来几

次，一般私家车70升的油箱就会少个2升

左右，但基本上很少有人发现，这种情况

在全国范围内都比较普遍。”一名曾在山

西建有加油站、后转让的民营成品油贸易

老板对记者说。

上述成品油贸易老板进一步透露，加

油枪阀门频繁开关，加油机内的泵送计算

系统也会出现滞后和较大的误差：“开一

下，显示屏上的价格表一直在跳，但实际上

油还没来得及送出来，这个时候关掉，没来

及送出来的油又缩回去了，中间这个误差

不是很大，但反复搞几次就积少成多了。”

事实上，关于加油站人为操作导致缺

斤短两的案例早有媒体曝光。

2012年9月，哈尔滨都市频道新闻夜

航的一期名为《如此加油》的深度暗访调

查节目指出，所抽查的评级加油站中，包

括中石油、中石化在内的高达70%的加油

站存在坑骗车主现象，而所加油量误差率

则超出了国家标准的5倍到17倍。

“比方说，前面一辆车加完后加油员不

会挂枪，接着给下面一辆车加油。不挂枪，

加油机的程序就不会自动清零，这样给下面

的车加满时就会累计一些存量，实际上根本

就没有加满。”上述成品油贸易老板说。

依据国家对车用汽油的标准，目前，

除北京、上海等几大试点城市外，其他大

部分省份仍分为 97号、93号、90号汽

油，0号柴油则分为国二和国三两类。

而根据车辆发动机压缩比的不同，不同

车辆长期选择的油品标号也各有所异。

但由于绝大部分车主对汽柴油性能

的认识不足，加油站在给车辆进行加油

时，以低标号油品冒充高标号油品的现

象也极为普遍。

“比如用93号的油加添加剂，达到

97号的标准后对外出售，这种调和油虽

然达到了国家标准，但挥发性比较高，而

且油品的杂质也多，对车辆的发动机和

油路、喷嘴都有很大影响。”黑龙江石油

协会会长赵友山说。

山东一名熟知当地小型炼厂的知情

人士向记者透露，调和油不仅仅局限于

民营加油站，“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这

样的国有公司也在油库调油，算下来一

吨油的价格要比一般的汽油高出1000

多块，不调油利润会大打折扣。”

而除了对油品进行高低调和外，部

分加油站标志着不同标号的加油机埋在

地下的输油管也同样暗藏玄机。

“有些加油站在当初设计建造的时

候就留了一手，一个油罐可以连接三根

油管，分别标记为97、93、90号汽油，消

费者没有人会去注意这些问题，只要质

监部门不来查，基本上不会被发现，但这

种加油站只是少数，也大多是民营加油

站，国有公司的一般不敢。”上述接近私

人加油站合伙人的人士说。

更有甚者，一些加油站为最大限度

地获取利润，甚至不惜在出售的成品油

中暗自兑水。持续多年来，国内不同省

份因车辆加入兑水汽油导致抛锚熄火的

案例比比皆是。

今年1月，黑龙江省法学会消法研究

会常务副会长王绪坤举报哈尔滨尚志市

内一中石油加油站兑水，此前，另一名当

地驾驶运输车的司机也曾在该加油站加

注了兑水的0号柴油，并导致车辆熄火，

喷油嘴损坏。而在尚志市工商局对该加

油站进行调查时，该加油站的0号柴油却

瞬间消失，以致工商部门无法取样。

“缺斤短两，以次充好，甚至兑水，这些

在行业内不是什么秘密，无非只是程度不同

而已。一般情况下，一个加油站一个月光靠

这个回收的收入就有2到3万，一年就是二

三十万了。”上述民间协会人士对记者说。

“标号”背后的秘密

被修改的“芯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