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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榜私房菜、私家厨，背后竟是

“苍蝇小馆”；送到家门口的网络美

食，竟然出自“幽灵餐厅”……随着

网络订餐“井喷式”增长，线上“黑

作坊”却屡屡造成人们“舌尖上的

焦虑”。

中国烹饪协会统计数据显示，

2016 年 全 国 餐 饮 收 入 3.58 万 亿

元 ，其 中 网 络 订 餐 市 场 规 模 达

3579 亿元，占比约 10％。“黑作坊”

寄生乱象如何破解？有关部门和第

三方平台能否抚平老百姓“舌尖上

的纠结”？

新规竖起“高压线”网络订
餐“绑定实体店”

网络餐饮的迅猛发展，主要得

益于第三方平台的快速成长，然而

“成长的烦恼”如影随形，入驻平台

商家资质良莠不齐，一些“黑作坊”

让消费者防不胜防。

为进一步细化第三方平台及入

驻商家义务，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总局公布《网络餐饮服务监督管

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其中“绑定

实体店”的规定引起业界热议。

征求意见稿规定：“利用互联网

提供餐饮服务的，应当具有实体店

铺并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专

家就此表示，“绑定实体店”的规定

将在网络餐饮食品生产的源头端竖

起一道“高压线”。

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朱毅指

出，新规要求平台入驻商家“绑定实

体店”，就是要求每个和尚都要有个

庙，俗话说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庙是一个门槛，可以筛掉不少靠平

台为生的“假和尚”。

朱毅认为，目前外卖业竞争激

烈，平台自律是必然要求，但多轮竞

争淘汰后，几大平台状况差别不大，

自律难免进入疲态。这时候就需要

强有力的监管介入，出台细化规范

是应时之需。

“甩手掌柜”要不得 第三方
平台需做好“把关人”

据业内人士透露，“黑作坊”“苍

蝇馆”频现，源头在线下，根子在平

台。治理网络订餐乱象，还需第三方

平台做好“把关人”。

平台责无旁贷。食药监总局局

长毕井泉此前强调，要严格落实网

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责任。要确

保网上展示的食品经营许可证真

实，这就是确保线下生产经营者必

须是实体店，而不是“黑作坊”；要确

保送餐过程食物不被污染，因为送

餐的物流公司是第三方平台挑选指

定的；要确保对消费者提出的投诉

得到及时处理，因为消费者是在第

三方平台上订餐并结算的。

效益让位安全。据“饿了么”副

总裁郭光东介绍，为保障消费者权

益，“饿了么”将升级保险服务，对消

费者的食品安全投诉在 48 小时内

进行赔偿。用户一旦通过“饿了么”

平台吃外卖而引发食物中毒、致病

就医等问题，可在该 APP 中一键申

请理赔，直接由保险公司进行赔付。

平台实时监控。美团点评首席

食品安全官钟永健表示，美团点评

通过“天网系统”查询商家信息，获

得动态提醒：商家许可证是否要到

期、消费者投诉是否增多、是否存在

超范围经营等。美团点评通过这一

系统随时掌握商家管理信息，完成

对入网商家的全生命周期管理。

但面对数量庞大的入驻商户和

消费群体，当前监管方式仍有其局

限性，升级监管模式势在必行。中国

互联网协会信用评价中心法律顾问

赵占领指出，由于第三方平台自身

的管理手段有限，抽检和监测仅交

给平台来做，恐怕基于成本等因素，

实施效果恐将大打折扣。

“三位一体”促共治 智慧监
管引领“互联网＋餐饮”未来

拦截“黑作坊”，不凭老套路。

《“十三五”国家食品安全规划》提

出，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鼓励和

调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加快形成

企业自律、政府监管、社会协同、公

众参与的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

由此看出，“产”上把好关，“管”上用

好力，做到监管部门、第三方平台、

消费者同频共振、“三位一体”共同

治理，是网络餐饮未来发展的方向。

国家行政学院副教授胡颖廉指

出，强大的监管，不是把企业“管死”，

而是以市场机制倒逼监管效能，把产

业进步作为监管升级的源头活水。

如何在监管中发挥平台优势，

形成“1＋1＞2”的效应？据北京市

食药监局新闻发言人唐云华介绍，

北京市食药监管部门积极引导平台

与餐饮连锁企业、中央厨房和集中

配餐单位对接合作，提升发展空间；

发挥平台技术资源优势，运用大数

据分析成果配合监管部门实行有效

监管，使平台成为支持政府社会管

理的有力助手。

“按国外网络订餐占餐饮收入

30％计算，未来我国网络订餐市场

将是万亿元以上规模。”朱毅认为，

“互联网＋餐饮”的未来在高处。

“互联网＋餐饮”正如源头活

水，注入老百姓的“柴米油盐”中。专

家指出，加强“互联网＋”方式的监

管，不仅是高科技监管方式的体现，

更是和监管对象相匹配的监管配

置，要善于实施在线智慧监管，解决

网络订餐各环节的具体问题。

（新华社 陈聪 毛伟豪）

网络订餐规模超3500亿元

如何破解“黑作坊”寄生乱象

近日，重庆市永川区上

游小学党支部在小南校区开

展 了 以“ 情 系 留 守 爱 暖 童

心”为主题的活动。活动中，

党员们为 24 名在 3 月份过生

日的留守儿童集体过生日，

让孩子们感受到来自学校大

家庭的温暖。

陈仕川 摄

巴中市巴州区
残联开展爱耳护耳
宣教活动

本报讯(程天福 吴永忠)为了让更

多的人了解和掌握听力知识，近日，

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残联、区妇幼保

健院等单位在江北广场举行了以“防

聋治聋，精准服务”为主题的第 18次

全国“爱耳日”宣传教育活动。

活动现场，医务工作者为市民讲

解耳病防治知识，提供免费的医疗义

诊。残联工作人员向市民宣传爱耳护

耳科普知识，分发印有科学用耳、助

残政策、残疾预防知识、贫困聋儿救

助等内容的宣传资料，并为群众讲解

了如何保护听力、怎样养成健康用耳

习惯等常识，让更多的人关注听力健

康，现场咨询的市民络绎不绝。本次

活动免费发放助听器16个，宣传资料

600余册。

宜宾市珙县绿化
与脱贫齐头并进

本报讯（张礼娟）近日，四川省宜

宾市珙县在下罗镇保平村开展三月栽

竹活动。活动现场，干部群众在县林

业局技术人员的指导下撸起袖子挖

坑、放苗、培土，有条不紊地种下一株

株竹苗。

下罗镇保平村属纯农业贫困村，

为确保2018年顺利脱贫摘帽，让贫困

户致富增收，把荒山变青山，保平村

今年计划发展竹林80公顷，在县林业

局政策帮扶和技术指导下，目前已种

植50余公顷。下罗镇现已成立竹业专

业合作社，免费为村民提供种植技

术，并与宜宾纸业签订直接收购竹协

议，切实解决贫困户产业发展和产品

销售的后顾之忧。

本报讯（强胜）眼下正值春耕备

耕时节，河北省兴隆县南天门满族

乡农家书屋变得热闹起来。每天晚

饭过后，各村农家书屋的灯便亮了

起来，人们纷纷来到农家书屋查看

春耕生产、果树修剪等书籍，掀起了

一股学用科技、备耕促耕的热潮。

承德市农家书屋工程建设从

2007 年启动后，采取政府投入为

主，鼓励企业、个人赞助与行政村自

筹相结合的方法，同时广泛动员各

方力量参与到农家书屋工程建设中

来。为做好这一项重大的文化惠民

工程，该市对全市 2566个行政村进

行了调查摸底，经过几年的努力，在

2013年提前3年实现了全覆盖。

在南天门满族乡，10个行政村都

建起了不小于30 平方米，涵盖党建、

文艺、果树修剪等内容不少于1500册

的农家书屋。各村自从有了农家书屋

以后，打牌赌博、喝酒闹事的人少了，

借书看书、学习知识的人多了，村民

都在书本上寻找致富的“金点子”。依

托农家书屋，各村还组织了丰富多彩

的读书活动，有的村利用农家书屋丰

富的图书资料，策划和组织适应农民

所需所盼的实用技术类专题讲座；有

的村聘请农业技术专家给村民讲解

科普知识；有的村采取“理论学习+技

能培训”的模式进行培训，推进了各

类实用技术的学用转化。

农家书屋工程建设有效解决了

农民群众读书难、看报难的问题，在

活跃基层文化生活、满足农民文化

需求、保障农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

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方面发

挥了重要作用，广大农民群众借助

农家书屋和远程平台，搭上了脱贫

致富的快车。

近日从河南省交通运输厅传出

消息，该省已受理网络预约出租汽

车经营者线上服务能力认定的申

请，开启了河南省网约车合法、规

范经营时代的大门。

根据河南运政信息网向社会公

布的《关于我省网络预约出租汽车

经营者线上服务能力认定工作流程

的公告》，河南全省的出租汽车行

政管理机构开始全面受理网络预约

出租汽车经营者的各项业务申请，

包括网约车经营者线上服务能力认

定和线下服务能力许可、网约车车

辆的许可、网约车驾驶员的许可。

据河南省运管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目前，出租汽车必须持有从业

资格证和道路运输证才可上路运

营。以后，不仅出租车要持有“两

证”，网约车也必须办理。

根据河南省交通运输厅发布的

信息，截至今年 1 月 25 日，河南省

18个省辖市和 10个省直管县（市）

已全部发布了深化出租汽车行业改

革文件，标志着该省出租汽车改革

工作进入政策落地实施阶段。

（新华社 李亚楠）

河北省承德农家书屋
让农民尽享文化大餐

河南省全面启动
网约车经营许可业务办理

北京城市副中心
违法建设2年内清除

近日，从北京市通州区政府传出

消息，两年内，北京城市副中心内违

法建设将全部拆除，同时确保新增违

法建设“零增长”。

北京市城市副中心规划面积为

155 平方公里。通州区相关负责人表

示，确保两年内全部拆除城市副中心

155 平方公里范围内的违法建设，将

拆后用地的绿化实施率作为年终考核

的重要指标，确保还绿、复耕比例。

据了解，通州区将开展十大专项

整治行动。在整治群租房和地下空间

方面，通州区对违法群租房和违规使

用地下空间“零容忍”，将对违规住

人、存在较大安全隐患的地下空间进

行全面清理整治。通州区计划今年年

底前清理整治群租房400处。

在拆除违法建设的同时，通州区

还选取 22条主要街道、7个社区恢复

并改善街道立面景观，畅通道路交通

功能，优化步行体验，打造精品区域。

通州区将重点对东堡村、师姑庄

村等 12 个市级和区级城乡结合部挂

账村进行专项整治，确保10月底前面

貌大改观；加快疏解一般制造业，10

月底疏解工业企业150家，整治“散乱

污”企业460家；疏解调整京东北关汽

车配件市场等 5 个有形商品交易市

场；清理整治无证无照经营、“开墙打

洞”等。 （新华社 关桂峰）

康定市强力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

本报讯（周燕）今年以来，四川省

康定市以“山顶戴帽子、山腰挣票子、

山下饱肚子”为目标，强力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

据了解，该市着力构建绿色生态

屏 障 ，全 力 保 护 22097 公 顷 湿 地 、

444267 公顷林地和 9158 公顷耕地，

巩固上一轮退耕还林4933公顷，实施

新一轮退耕还林333公顷。

同时，该市改造升级传统产业，

加快发展特色产业，建成核桃基地

400公顷、花椒基地86.7公顷。该市还

新建优质高产黑青稞基地 666.7 公

顷、羊肚菌 113.3 公顷、大樱桃 73.3 公

顷、苹果 20 公顷，种植药材 350.4 公

顷，实施人工种草 66.7 公顷，启动牦

牛、藏香猪标准化养殖场建设，保障

群众生活需求，提升种养业水平。

沙尘漫天、狂风怒吼是往年二

三月间内蒙古常见的天气，然而笔

者近日在风沙源之一的腾格里沙漠

和科尔沁沙地发现，今年以来，“大

漠风尘日色昏”的景象不见踪影，生

态环境的改善让沙尘暴“爽约”了。

西靠腾格里沙漠的巴彦浩特

镇，一湾绿水映蓝天，轻风拂面春

意柔。从小生活在这里的居民范

晓钟说，以往立春过后，扬沙天气

和沙尘暴往往接踵而至，大风吹

来，满天飞沙，30 米外都看不清，

即使在室内，空气中的土腥味也

令人窒息。

阿拉善盟林业局副局长王新民

说，阿拉善是京津风沙源中线策源

地，分布着巴丹吉林、乌兰布和、腾格

里三大沙漠，当地多年来采取围栏封

育、飞播造林、人工造林等方式治沙，

80多万公顷沙地披上了绿装。

驱车行驶在腾格里沙漠东缘的

公路上，蓝天白云下放眼遥望，沙拐

枣、花棒、白刺等沙生植物丛丛簇

簇，在风中摇曳，绵延起伏，筑起防

沙固沙的屏障。

“上世纪 90 年代，沙尘最多的

一年刮了 90 多场，遮天蔽日，下午

4点昏暗如夜。”走在巴彦浩特镇清

爽的三月天里，范晓钟的心情像春

天一样，“现在，人们不再担心沙尘

暴之害了。”

阿拉善盟林业局监测和调查结

果显示，经过多年生态建设，腾格

里、乌兰布和、巴丹吉林三大沙漠

形成多条长数百公里、宽数公里至

20多公里的锁边林带，缚住了沙漠

肆虐的步伐，流沙趋于固定，风沙

明显减少。

在科尔沁沙地西缘，新修的图

哈穿沙公路伸向沙漠腹地。两旁的

黄柳、柠条长成 1 米多高，相互簇

拥，一望无际。这里是京津风沙源东

线策源地，素有“八百里浩瀚沙海”

之称。2009 年以来，翁牛特旗依托

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采取开通穿

沙公路，进行切割治理的方式，修建

8 条穿沙公路，总里程达 218 公里，

治沙造林32万余公顷。

“以前的老房子被沙子埋掉了，

前些年一到春天，推门就是沙子。”

翁牛特旗乌兰敖都嘎查（村）88岁的

乌力吉指着白白的墙壁和干净的地

砖说，“现在风沙越来越少了。”

据内蒙古林业厅统计，总面积

约 5.7 万平方公里的科尔沁沙地，

治理达 1.7 万平方公里，森林覆盖

率约25%。

在有着“生命禁区”之称的阿拉

善大漠戈壁里，其重要的湿地东、西

居延海分别干枯十余年和几十年。

2003年，国家对其注水治理，现在，

东居延海湖面稳定在40平方公里；

西居延海湖盆 2016 年也大面积过

水。目前世界仅存的三大胡杨林之

一、生长在东西居延海周边的胡杨

林面积近 16年来由 2.6 万公顷增加

到近3万公顷。

京津风沙源东线和中线两大策

源地，近年来沙尘逐年减少。据气象

部门统计，阿拉善生态治理初期，

1987年至 1999年间，我国西北和华

北地区年均沙尘暴发生次数为 5.85

次，而 2011 年至 2015 年间，该数字

减少为3.5次。

“2003 年前后内蒙古一年要刮

十几次沙尘暴，最近两年每年只有

两三次，今年还没有看到它的踪

迹。”内蒙古林业厅治沙造林处处长

郝永富说。

（新华社 李仁虎 殷耀 于嘉）

新华社南京 3 月 17 日电
（记者 王珏玢）记者3月 17日从

中科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

获悉，由中国、新西兰、美国古

生物学者组成的团队，在一项

最新研究中发现了 4 枚距今 1

亿年左右的蘑菇化石。这 4 枚

蘑菇化石结构完好，均保存在

白垩纪中期的缅甸琥珀中，是

迄今发现的最古老的完整蘑

菇化石。

此外，科研人员还在同时

期的缅甸琥珀以及距今约 1.25

亿年前的白垩纪早期热河生物

群化石中，发现了一类专门以

蘑 菇 为 食 的 昆 虫 ：巨 须 隐 翅

虫。这一证据说明，在约 1.25 亿

年前的白垩纪早期，就已经存

在蘑菇。这一发现，将蘑菇的

起源至少前推了 2000 万年。

“大漠风尘日色昏”不见踪影

内蒙古生态环境改善让沙尘暴“爽约”
科学家发现
迄今最古老的
完整蘑菇化石

爱
暖
童
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