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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高大上” 线下“黑作坊”

———揭秘互联网APP餐饮黑幕

互联网平台缺乏有效监管

成为食品黑作坊“死灰复燃”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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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消费者来说， 在点餐网站上的诱人美食
照片后面发现卖家真实的后厨， 几乎是不可能的
事情。

记者了解到， 网络点餐平台正在快速发展时
期， 不少风险投资都在争相进入。 为了提高覆盖
率，对食品经营户的证照“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记者体验在“外卖超人”网站申请开店，一徐
姓营销经理表示，公司对证照没有硬性要求，他只
负责把菜单带回去挂到网站上就行。

发生在九莲庄的真实案例也表明， 在部分网
络点餐平台申请业务，只要一张菜单，无需其他任
何证照。

浙江省消保委秘书长崔砺金表示， 微信朋友
圈、 网络点餐等新兴的互联网平台在缺乏有效监
管的情况下， 很可能会成为食品黑作坊“死灰复

燃”甚至“发扬光大”的助手。

有关人士建议，监管部门要抓实体，不管网络
上如何吆喝，黑心店最终落地还是有实体的。监管
部门应提升监管手段填补监管盲区， 提高处罚力
度，建立和完善信用体系、黑名单，增加运营过程
中的违法成本。

另一方面，作为与食品安全相关的网络平台，

对于餐厅资质、 环境应该承担起审核、 监管的职
能。市场监管部门应加强对这些平台的监管，并出
台可操作性的指导意见。

“食品产业链非常长，食品安全的影响因素非
常多，最后会暴露在餐饮终端。 ”杭州市市场监管
局副局长陈魁表示， 查处黑作坊和查处为这些黑
作坊提供生存空间的平台都应该列入监管部门的
日常工作。

（据新华网）

从冷菜到煲汤一应俱全

网站热门店面实为“苍蝇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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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饿了么”网站热门店面，“怡味轩”菜单上的葱油鳊鱼、

水煮鱼片、马铃薯排骨煲等看起来美味精致；在美团网外卖频道
中，“食尚好粥道”的菜单从冷菜到煲汤一应俱全，还有赠饮，看
起来既美味又正规。

记者日前跟随杭州市西湖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来到杭州
市区城中村九莲庄现场检查，赫然发现“怡味轩”“食尚好粥道”

的菜品，都出自这里的黑作坊。

九莲庄
６０

号就是“食尚好粥道”的实际地址。这里大部分业
务都来自外卖网站。执法人员在屋内发现厚厚一大沓订单，从送
餐地点看大多是周边写字楼。 外卖盒子上还贴有二维码方便顾
客查询。

令人惊讶的是，做出这些网络“美食”的厨房，却是典型的
“脏乱差”：院子里两间房，一间做厨房，一间用来办公、生活。 厨
房里食材、炊具和灶台摆放凌乱，地面湿滑，布满了陈年累积的
油垢，散发着恶臭的下水沟就暴露在外。 经查，这家小作坊是店
家每月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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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租来的，根本没有营业执照和卫生许可证。

附近居民告诉记者，九莲庄这里拥塞着一家家“苍蝇馆子”，

但是当地居民只要看过厨房现场的都不敢来吃饭。

杭州市西湖区市场监管局联合公安、城管、环保、卫生等相
关职能部门日前在九莲庄共清查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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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无证无照、环境恶劣
的餐饮小作坊。

记者又来到位于杭州滨江高校园区附近， 纵横交错的几条
小路形成的一片区域被称作“垃圾街”，由于此地农民房房租低，

区域内集中了数百家餐饮小店和大排档。 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
中间的三座开放式垃圾中转站。蚊蝇围着腐臭的垃圾嗡嗡作响，

有的小食店开门就正对垃圾站。

通过查处九莲庄等地的黑作坊， 杭州市场监管部门顺藤摸
瓜发现此次涉嫌违规的网络点餐网站有闪食网、 淘点点、 美团
网、饿了么、爱订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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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其中饿了么、淘点点、美团网是行业
龙头。 覆盖率最高的“饿了么”在北京、上海、广州、杭州、成都等
４２

个大中城市开展业务，线上用户
３００

万，线下商户
５

万家，日
均订单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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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单。

此次清查后，“饿了么” 杭州负责人称下架了平台上杭州地
区

３０％

的商家。

����打开电脑或手机 ＡＰＰ，动动手指，图片上一道道令人垂涎的美

食就可以送到餐桌。“鼠标加车轮”的订餐模式受到越来越多城市白领

和学生族的青睐。

但是，这些“高大上”的美食果真如屏幕上看上去那般光鲜吗？ 记

者调查发现，一些在微信圈和“饿了么”“美团”等网络订餐平台好评如

潮的“美食店”，却是无证无照、污水横流、油污满地的“苍蝇馆子”。

微信朋友圈营销更隐蔽

家庭式作坊“最基本的卫生要求都达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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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互联网电商平台，一些“黑作坊”抓住年
轻人追求时尚、 彰显个性的心理， 通过微信朋友
圈、微博等社交平台进行营销。

浙江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近期联合温州
市消保委、 温州市市场监管局前后花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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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对
温州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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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有一定影响的微信食品店实地走
访，发现

７

家证照不齐，食品卫生指标检测随机抽
取熟肉制品、蛋糕、糕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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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批次，结果不合格
率高达

５６．８％

。

检查人员发现： 有些工作室与卫生间仅几步
之隔；案板、调料，称量器、纸巾盒，甚至笔记本电
脑和手机都堆放在客厅的长桌台面上； 开封后的
沙拉酱不见生产日期标签， 用了一半的黄瓜也未
密封；食品运输基本没有采取保鲜措施……

监管部门表示， 这种家庭式作坊大部分连最
基本的卫生要求都达不到， 部分商家卫生指标超
标严重。 如“若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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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蛋糕”一款名为“芒果芝
慕”（

６

寸） 蛋糕菌落总数超出国家规定标准
１３０

倍，大肠菌群超标
１２

倍。调查人员表示，超标之严
重在以往同类食品检测中十分罕见。

温州消保委秘书长郑剑萍告诉记者， 这些活
跃在微信朋友圈的商家非常隐蔽。由于规则限制，

这些店家在微博上只做广告， 却在微信上做外卖
点餐等交易，“从微信平台上是搜索不到的， 他们
只存在于朋友圈内部的转发，不仅发现问题难，要
找到实际生产地址更是费力。 ”

杭州市市场监管局副局长陈魁说， 部分餐饮
Ｏ２Ｏ

平台已经成为食品黑作坊生存的新土壤。 “一
方面粉饰了食品黑作坊脏乱差的实质， 另一方面
大大提高了黑作坊非法营利的能力。 ”

体育场路附近一家无证照小面馆， 上网前每
天外卖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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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左右， 上网后日外卖量暴涨到
２００

份。

多位商家表示，能提供网络、手机点餐的商家
更有竞争力。 记者看到不少小店以加入某某平台
为荣。 “我正在争取下个月上线，到时候订单数量
会翻几番。 ”一家制作馄饨面的店主兴奋地说。

“年轻人爱上网，也喜欢
ＡＰＰ

点外卖，有这些时髦
玩意儿，不愁没顾客。 ”一位小吃店的店员告诉记
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