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卖店卫生问题比较突出

连日来，记者在宁大学生村周边、宁大云创小镇、勤勇村、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
术学院“食光里”、宁波工程学院商业街、庄市西陆路集贸市场及其周边等外卖店集
中地段，采访调查了300多家外卖店。

从调查情况来看，宁大云创小镇、纺织学院“食光里”、工程学院商业街等地，入
驻网上的外卖店，在证照和卫生等方面，做得都比较规范。但在宁大步行街，后厨
脏乱差现象相对严重；位于集贸市场、城中村等地的外卖店，卫生状况更是堪忧。

整体而言，外卖店的卫生问题比较突出，在这300多家外卖店中，卫生状况尤
其是后厨卫生状况不佳的约占30%，个别外卖店存在证照不合规等违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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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一点，外卖到家，网上订餐已成
为很多人的一种生活方式。但与此同时，
相关的投诉也明显增多：饭菜是冷的，番
茄上还有泥巴，菜里竟然有虫子……

连日来，根据读者反映的情况，记者
在市区周边进行了调查，发现位于集贸市
场、城中村的外卖店，卫生状况堪忧，个别
外卖店“套牌”——盗用他人店面做招牌、
套用他人证照入驻送餐平台等违规行为。

网上照片与实际店面大相径庭

叫外卖最多的是大学生和上班单身族，记者的调查从宁波大学
学生村开始。

近日，记者在宁大学生村附近用“饿了么”APP自动定位查询，5
公里范围内的外卖餐饮店有1000余家，集中在宁大步行街及其周
边的就有100多家。

宁大步行街西边的门面房与学生村一墙之隔，门面房正面的厅
堂、外观看起来比较整洁，但后厨却是另一番景象。

后厨加工地是一条四五米宽的巷道，被一道门隔着，门右边是
公共厕所，左边堆着一些清洁工具、废旧纸箱和塑料瓶。巷道里摆
放着冷柜、液化气瓶。洗菜池里泡着正在解冻的冷冻肉块，洗菜用
的白色塑料篮子已经发霉变黑。案板上放着两盆油炸排骨，旁边还
堆着一大袋洗衣粉。工人的围裙和抹布顺手搭在锈迹斑斑的围墙
铁护栏上……就是这样几家店，在好评优先里排名前列。

记者在“饿了么”按照销量排序，点开一家生意很火的“海苔鸡
排饭”外卖店，其注册地址位于庄市勤勇村某宾馆附近。

注册信息上，商家拍摄的店名照和厨房照片都比较清爽，然而，当
记者按图索骥找到这家店时，发现真实情况与网上的照片大相径庭。

该店租用的是一家小宾馆的一间门面，20多平方米，没有招牌，
门口放着3个液化气瓶，还有垒得高高的各种包装箱和桶装食用油。
店外搭着脚手架，门口附近是一堆堆的建筑垃圾。

店内，一个小伙子在炸鸡排，另一个小伙子在配餐。切好的小
番茄掉地上了，配餐的小伙子捡起，随手放进餐盒……

从顾客评价就可得知这家店的卫生状况堪忧：有顾客评价“鸡块超
级硬，饭里面还有石头”，还有顾客评价“番茄上的泥巴，商家没看到吗？”

勤勇村一位村民告诉记者，村里像这样的外卖店有好多家，平
时看不到顾客上门，都是外卖小哥骑着车进进出出。这位村民担忧
地说：“点外卖的人也是心大，没看到这些饭菜是怎么做出来的，居
然还敢吃？”

盗用同品牌的店面做自家招牌

点外卖的顾客自然是看不到这些食物是如何加
工的，他们关注的是卖相、网上销量和价格。

在一家蛋糕店的评价里，记者看到有顾客晒出了
自己花42.88元买的生日蛋糕照片，说“超好吃，水果
夹心，奶油也很新鲜”，并给出了五星好评。

记者前往蛋糕店所在的庄市西陆路集贸市场实
地探访。

集贸市场多为两层老旧民房，出租的居多：底层
是店面房，出租给商家；二层是住房，房客多是外来务
工人员。

记者找到这蛋糕店，店面较小，只有 10余平方
米。门口左右两边被3台加了防护框的空调室外机
包围，室外机边停着一辆电动自行车，另一侧放着扫
帚和垃圾桶。店内摆放着一些厨具，空无一人。

如果不是电动自行车后座木框上放置的3个蛋
糕样品，很难让人把它与那家网红蛋糕店联系起来。

距离这家蛋糕店不远处，记者看到一家刚开业的
日式料理店，店面和蛋糕店一样大。不过，它在订餐
平台商家信息一栏里的门面照，却是另一家看起来更

“高大上”的门店。记者调查得知，被盗用门面的料理
店，位于财富广场写字楼，两者品牌相同。

为什么要用别人的店面照片？“给自己撑门面
呗。反正两者都是同一个品牌，盗用过来，没有任何
影响，顾客都是通过网上订东西，基本不会发现这种
猫腻。”知情人士说，财富广场一个店面一个月的租金
加物业费要近4000元，而在集贸市场，这样一个店面
月租金才600元。

为了节约成本，很多外卖店
都舍弃环境好的地方，哪儿租金
便宜就往哪儿搬。前文提到的

“海苔鸡排饭”外卖店，店面月租
金在 1700元左右；勤勇村出租
给外卖店的一些民房，一间房屋
的月租金只有 800元左右。而
宁大步行街的店面每月租金要
8000多元，两者相差很大。

套用他人证照入驻订餐平台

一家名为“脆皮鸡排饭”的外卖店，在“饿了么”登记注册的实体店
地址是宁大商业步行街42号，实体店名叫“豪大大小吃店”。

然而，记者按图索骥，找到的却是一家做牛肉饭的门店，登记地址
为宁大步行街3幢42号。

那么，“豪大大小吃店”会不会在另一幢的42号？记者一路寻找，
并未发现同名的外卖店，倒是在另一条路上找到一家“豪大大香鸡排
店”。

从“脆皮鸡排饭”外卖店提供的门店照片来看，和这家鸡排店非常
相似，唯一不同的是，照片里的灶台、油烟机已经没有了。

隔壁副食店的老板娘说，“豪大大”已经停业很久了，至于是否继
续在网上做外卖，她不太清楚。

记者查阅“豪大大小吃店”的从业资质，发现其工商登记注册时间
为2012年12月10日，餐饮服务许可证已于2018年10月20日到期。

按规定，无实体店且餐饮服务许可证到期的外卖店，应该暂停服
务，但这家外卖店依然在网上接受预订和配送。

记者查看该店的评价，发现很多顾客都吐槽“送得实在太慢了”。
记者随即致电该外卖店在订餐平台电话，以打算自取为由，询问

到了详细地址。
在宁大步行街上，记者找到了这家店，但店名并不是在工商注册

登记的“豪大大小吃店”，而是一家面馆，店主也不是同一人。不过，其
经营的食品与外卖店列出的食品一模一样。

随后，记者出示手机里订餐平台的点餐页面，询问该店是否就是
“脆皮鸡排饭”外卖店，店员给予了确认。

至于顾客集中反映“送餐很慢”的问题，店员解释说，店里人手少，
堂食的人比较多，很多时候忙不过来。

记者看到该店墙上张贴的是面馆的营业执照和食品生产经营许
可证，感觉很奇怪：“为什么不用自己的证照在网上申请，而是套用别
人的证照呢？”

对此，店员表示，那是老板的事，他们不清楚。

连日调查中，记者还注意到一个怪现象：很多外卖店的后厨里并没有灶台，也
没有明火、油烟。在最忙碌的午饭、晚饭饭点，也听不到炒菜的声音。门店里只有
电饭煲、微波炉、水煮台或电烤箱。在这样的狭小店面或出租房里，两三个人安静
地忙碌着，一盒盒外卖快餐就这样从他们的手里做出来，随后被送往四面八方。

那么，这些食物是怎么做出来的？请继续关注本报的后续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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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外卖店“套牌”

外卖行业假冒招牌、套用证照以及卫生堪忧等乱象，并非最近才被揭露出来，
这些“老大难”问题，在宁波等许多城市多年来被曝光过N次。可时至今日，并没有
明显消减的迹象。

当外卖俨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越来越多的中青年人加入“点外卖一族”的时
候，这个市场想不“爆发”都难。那些规范经营的实体餐饮店早已满足不了越来越
庞大的市场需求。在这种态势下，各种“脏乱差假”的大小外卖店冲破薄弱的监管
防线，堂而皇之地经营各种问题外卖产品，也就不难理解了。

可谁都清楚，规范外卖市场，光靠顾客吐槽、记者曝光、同行举报、快递小哥“仗
义”以及平台管理都远远不够，执法部门“积极主动+严格科学”的管理与执法才是
问题的关键。而从不少地方的治理模式来看，往往是在消费者、记者或者其他人员
发现或曝光之后，相关执法部门才“闻风而动”进行“突击检查”或“专项治理”，但在
取得“阶段性成果”之后不久，类似的问题又故态复萌。

对于不少外卖产品的“不干不净”，一些顾客或许可以将就，但执法部门不该容
忍，也是《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所不容许的。可以说，目前外卖市场长期、广泛
存在的诸多问题，是一种“丑闻”。在互联网时代，用“互联网+”等创新手法对外卖
平台和外卖店进行实时监管与审核，在技术上应该不是什么难题。能否尽快

扭转这种局面，考验的是相关部门管理与执法的效能。 胡晓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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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卖市场乱象考验执法效能■快评

宁波市科学技术协会与本报联合推出

●科普与健康

●生活中的“错”

“开水烫碗”能杀菌？原来90%都做错了！

开水烫碗靠谱吗？答案可能要让你们失望
了！实验证明：哪怕是100℃开水的洗烫，也只
能杀洗3%的细菌。

一般来说，100℃沸水，持续5分钟以上，才
可以杀死部分细菌。有些细菌甚至需要更长时
间才有效果。开水烫碗其实就是图个心安理得
而已。

家里的餐具如何做好消毒工作呢？这种方
法最简单了，只需把洗涤好的餐具放入沸水中煮
5分钟左右，就能有效杀死大部分细菌。也就是
将洗净的碗筷放进蒸汽柜或蒸汽箱中，使温度升
到100℃，消毒5-10分钟左右。

鲜橘皮泡水喝能止咳？

紧急提醒！
鲜皮不宜直接泡水喝

本文专家：刘少伟，华东理工大学食品药品监管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食品科学博士，
美国堪萨斯州立大学博士后

近日，中国南极科考队利用全球导航定位系
统进行冰流速测量显示，在距离中山站344公里
处，东南极冰盖最近十四年来平均每年移动22
米。

剑桥大学研究人员发表报告说，他们用3D
打印技术制造出一种机器人手，只需移动手腕，
就能在钢琴上“弹”出简单的音乐片段。

一颗芬兰纳米卫星搭载了世界最小红外高
光谱相机已发射升空，它可用于拍摄地表红外照
片，为监测和管理气候变化造成的影响提供了可
能。 王元卓 洪阳

中国科普二维码宁波科普二维码

秋冬季节天气干燥，陈皮往往能派上大用场。但许多人认为鲜橘皮与陈皮是同一种东西，所以会直接用鲜橘皮泡水喝。
其实鲜橘皮虽清香宜人，却并不适宜直接泡水饮用。

有位市民王大妈，就习惯用吃剩下的鲜橘皮泡水，在饮用几天后，出现了呕吐、腹泻、消化不良等食物中毒的症状，经医生
检查，罪魁祸首正是泡水用的鲜橘皮。

为什么陈皮是止咳润燥的佳品，鲜橘皮却不适宜泡饮，甚至可能导致食物中毒呢？

●科普知识速递

鲜橘皮表面有大量微生物

鲜橘皮表面残留有大量微生物，若不经处理就泡水饮
用，很有可能导致肠道感染从而引发腹泻。

此外，鲜橘皮中含有大量挥发油物质，这类物质是鲜橘
皮带有清新香味的主要来源，但若将其泡水，则会对肠道产
生刺激，从而引发腹泻。

鲜橘皮往往农药超标

橘子在生长过程中非常容易遭受病虫害，且柑橘类的病虫
害全年均能发生，为了预防虫害，果农在其开花至结果的生长期
间，一般都会喷洒农药以预防病虫害对果实的收成产生影响。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
2763—2016）对食品中的农药残留均有最大残留量规定。以丙
溴磷为例，这是一种具有触杀和胃毒作用的有机磷杀虫剂，国
标规定其在柑橘类水果中的残留量不得超出0.2mg/kg。

一般情况下，果农都会按照规定喷洒丙溴磷，但这并不
意味着用此类鲜橘皮泡水就不存在风险。因为，农药残留测
定取用的是可食用部分为样本，即橘子果肉中的农药残留符

合国标规定即可售卖，但果皮表面的丙溴磷含量往往超标，
含量甚至可能是果肉的几倍。

若使用此类橘皮泡水喝，则可能在短期内摄入大量农药
造成急性中毒。若是长期饮用此类鲜橘皮泡的水，则会造成
人体毒素累积，对健康产生极大危害。

鲜橘皮含保鲜剂或重金属超标

橘皮表面往往还残留有另一种物质——食用蜡，涂抹于
橘子表面用于延缓果实的呼吸作用，从而延长储存时间，并使
果实表皮看起来光亮新鲜，诱使消费者购买。这种食用蜡在
合理使用剂量内不会对人体健康造成任何危害。

但为了让橘子看起来更加鲜亮艳丽，可能会在蜡质中掺加
劣质色素。这些色素以及蜡中含有大量重金属杂质如汞、铅等，
这些重金属会渗入果皮、果肉中，若使用涂抹有该种蜡质的橘子
皮泡水，则会导致人体重金属中毒。对于孕妇而言，若是摄入过
量铅，甚至会影响胎儿发育，造成胎儿畸形。

储存多年的陈皮，具有止呕健胃、祛痰镇咳、利尿祛湿等
多重功效，这是普通的鲜橘皮所无法比拟的。

所以，用鲜橘皮泡水不如直接买点陈皮。

“海苔鸡排饭”外卖
店上传到网上的照片。

记者在记者在““海苔海苔
鸡排饭鸡排饭””外卖店外卖店实实
地看到的场景地看到的场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