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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网络餐饮市
场发展迅猛，也催生了一
批忠实的“外卖族”。然
而，与后厨可能暗藏脏乱
差等问题的实体店相比，
连门面都看不见的外卖同
样让人提心吊胆。

“不知道之前，坦然大
方地吃；知道之后，战战兢兢
地吃。”有网友无奈评论道。

根据《网络餐饮服务
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
规定，网络餐饮服务第三
方平台提供者应当对入网
餐饮服务提供者的食品经
营许可证进行审查，登记
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的名
称、地址、法定代表人或者
负责人及联系方式等信

息，保证入网餐饮服务提
供者食品经营许可证载明
的经营场所等许可信息真
实。

早在2017年，“幽灵外
卖”便不断被曝光，然而长
期以来这一乱象仍难以根
除，成为外卖行业的顽疴
痼疾。

一名外卖平台的内部
人士向记者表示，对于门
店照片造假、“幽灵外卖”
等乱象，平台会定期进行
内部检查，一些明确是明
厨亮灶的商家，也会在算
法上进行优先推荐。“消费
者在发现时也可以及时进
行举报，平台会进行核实
处理。” （中新财经）

看似大门店 实则小作坊
部分外卖店铺在平台上展示的照片造假

外卖商家上传平台外卖商家上传平台
的门面照片的门面照片（（上上））与实际与实际
门面照片门面照片（（下下））的对比的对比。。

记者采访参与电捕蚯蚓的村民发现，
他们对电捕蚯蚓产生的危害认识不足，也
不知道此举既破坏生态又违反法律规定。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要求“严厉打击
盗挖黑土、电捕蚯蚓等破坏土壤行为”，对
电捕蚯蚓行为划出了“红线”。

今年5月1日施行的最新修订的野
生动物保护法规定，禁止使用电击或者电
子诱捕装置等工具进行猎捕，禁止网络平
台、商品交易市场等为禁止使用的猎捕工

具提供展示、交易、消费服务。
目前各大网络电商平台已纷纷下架

“地龙仪”等电捕工具。不过，记者近期调
查了解到，在一些网络社交平台上，一些
博主仍在传授如何电捕蚯蚓，部分网络账
号诱导网民购买“地龙仪”等非法电捕设
备。另外，一些搜索词变得更加隐晦。记
者发现，搜索“地虫仪”“蚂蟥专用机”等关
键词，仍可找到销售电捕蚯蚓工具的卖
家。 （据新华社）

月销量7000+的外卖店
铺，在平台上展示的门店照
片宽敞明亮，实地探访却是
地下室中深藏的简陋厨房操
作间？近日，#原来外卖店铺
照片可以造假#登上微博热
搜，引起网友热议。

“点外卖还是点可以堂食
的好。”“点外卖只点连锁店品
牌。”对此，不少网友震惊之余
开始出谋划策，然而这些建议
又是否真的有效？记者对外
卖店铺进行了探访。

点外卖之前先看一下
商家照片，是不少消费者
筛选外卖的重要参考之
一。然而，店铺照片并不
能成为消费者的“安慰
剂”。

近日，记者走访了一
家店名为“云南过桥米线”
的店铺。平台登记信息显
示，该店位于北京市东城
区某胡同21号，在平台上
展示的照片中，该门店门
面招牌为黑底白字，设计
精致，店内堂食场地宽敞
整洁。

然而记者根据地址找
到该店时，却只看到一个
简陋的外卖窗口，其内部
明显没有堂食场地，只有
一人身穿厨师服坐在窗口

旁，简易招牌也与平台照
片大相径庭，名称亦不完
全相同。

对此记者致电了该商
家在外卖平台登记的电话，
该商家表示：“店内不能堂
食。”

毫无疑问，该门店在
外卖平台上的照片存在造
假行为。那么，该图片是
如何通过审核的呢？

对此，记者以入驻商家
的身份向某外卖平台客服
咨询。该客服向记者表示，
根据审核要求，商家在入驻
时必须提供实体店铺的门
脸图和店内环境图。而对
于门脸图的拍摄要求，客服
称：“门头照片和申请的店
铺名称一致就可以。”

门店照片造假：看似大门店 实则小作坊

对于外卖店铺照片造
假，有网友表示了忧虑。
也有网友建议，点外卖尽
量点连锁品牌，至少可以
保障门店照片不会欺诈。

那么，选择品牌连锁
是否就万无一失呢？

在某外卖平台上，有
多个商家地址登记为“北
京市朝阳区定福庄北街甲
15号院7号楼三层301”，
记者随即走访了该处。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该
地址一楼为一家生鲜超市，
此外并无明显餐饮店标识，
然而不断进出的外卖员暴露
了其中的秘密：跟随轻车熟
路的外卖员乘坐电梯至3
层，昏暗的灯光下楼层被三
条通道分割，记者在这里并
没有找到所谓的“301室”，但
每一个走廊两边都是各类

“幽灵外卖”的厨房操作间。
炸串、炒饭、麻辣烫、

凉皮、紫菜包饭、新疆炒米
粉……除各色小吃外，这
里还聚集了原切牛扒、日
料寿司、潮汕生腌、越南
粉、滋补炖汤等店名看似

“高档”的外卖店铺，一些
店铺的食物原料已堆积到
了门外。

除个体店外，这里的
“幽灵外卖”还不乏曼玲粥
店、三米粥铺、私町Osaka
食堂、牛约堡等连锁加盟
品牌。其中，曼玲粥店与
三米粥铺的标识被贴在了
同一个外卖厨房门外。

记者注意到，在外卖
平台上，这些店铺有的不
仅提供了虚假的堂食场地
照片，甚至还显示有到店
评价。记者点开多个店铺
的到店评价，发现其配图
仍然是外卖照片。

根据外卖平台上的公
示信息，这些“幽灵外卖”
提供的营业执照和食品经
营许可证全部一致，来自

“北京动冠科达科技有限
公司”。天眼查APP显示，
北京动冠科达科技有限公
司注册资本为10万，经营
范围包括技术推广服务、
出租商业用房、餐饮服务、
零售食品等，参保人数仅
为2人。

“舌尖上的隐患”应如何监管？

品牌餐饮能否逃过“幽灵外卖”？

电捕野生蚯蚓，危害几何？

日赚千元、月入过万……记者调查发现，近年来，由于
药用干蚯蚓价格不断上涨，受利益驱动，一些不法商贩在部
分农村地区大量组织电捕野生蚯蚓，并形成跨区域产业链，
带来土壤质量下降、生物多样性降低等负面影响。

蚯蚓俗称“地龙”，蛋白质含量较高，是
制作中药“地龙干”和西药“蚓激酶”的主要
来源。记者采访发现，目前，许多地方的干
蚯蚓收购价格涨至100元每斤，一些野生
蚯蚓价格甚至更高。

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平
均海拔2200米左右，畜牧草场面积较大，
独特的地理和气候条件适宜蚯蚓的生长
繁殖。近些年，一些外地商人来到威宁县
农村地区“考察”干蚯蚓生意。

“这些商人免费发放‘地龙仪’，教村民电
捕野生蚯蚓。野生蚯蚓受‘地龙仪’电流刺激
爬上地表，之后遭到‘团灭式’捕捉，然后被制
成干蚯蚓输送到外省中药材批发市场。”威宁
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李爱说，调查发现，一个
加工点一个月可产出3万斤左右干蚯蚓，销
售额达27万元。

威宁县检察院介绍，2022年以来，共
办理了6起捕捉野生蚯蚓的公益诉讼案
件。其中一起案件中，4名被告被法院判令
承担50多万元损失费。

记者发现，电捕野生蚯蚓并非个案，在
江苏、云南、黑龙江等地均有发生。

蚯蚓被称为“土壤工程师”，是土
壤健康状况优劣的“指示器”。蚯蚓
能疏松土壤，还能降解土壤中的污染
物，它吞咽土壤后排出的粪便里有丰
富的活性有机物质和氮磷钾等多种
元素。

农业专家分析认为，在评价土壤
质量等级时，其中一项重要标准就是
每平方米蚯蚓的数量。一般认为，每
平方米土壤里蚯蚓的数量大于50条
时，表示土壤处于健康状态；数量在
20条至50条时，表示土壤处于中等
退化状态；数量在4条至20条时，表
示土壤处于重度退化状态；数量小于
4条，表示土壤处于极不健康状态。

在威宁县检察院立案的电捕野
生蚯蚓公益诉讼案中，办案团队咨询
多家环保公益组织，委托贵州省林科
院、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北京大
学生命科学学院等机构的有关专家
出具意见。专家意见认为，蚯蚓种群
数量的减少，使土壤条件发生改变，
导致土壤结构变差、硬化板结、通气
透水性变差、蓄水保肥能力下降，影
响生态系统功能。

“有蚯蚓生存的地方，土壤肥力
较强。蚯蚓被‘团灭’后，对土壤以及
土地上的农业产业的破坏不可估
量。”李爱介绍。

一些社交平台仍有人在传授如何电捕蚯蚓一些社交平台仍有人在传授如何电捕蚯蚓

电捕蚯蚓害处多野生蚯蚓遭遇“团灭式”电捕

威宁县一处蚯蚓加工点威宁县一处蚯蚓加工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