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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下班后懒得做饭，网
络上各种私房烘焙、原味秘制的
食物看着非常诱人，并且号称
“不添加香料或防腐剂”，动动手
指即可下单送货上门。网上的
家庭厨房正依赖着“互联网+”
成长为一种新式的餐饮业态。
记者调查发现，家庭厨房虽然的
确给市民带来一定的方便，但卫
生条件难以监管、没有餐饮许可
资质、市民索赔难等种种问题仍
是其发展面临的问题。随着外
卖平台的日趋正规、监管部门对
网络食品安全的规定日益健全，
网上家庭厨房也将向“正规军”
转变。

家庭服务O2O

微商是最近几年新兴的现
象，如今不少人也借着这股势
头，想把家中厨房“搬上网”。依
托互联网的饮食文化变得越来
越多样，近日市民苏女士就向记
者讲述了她的感受。

“一个人下班回家懒得做
饭，不知道哪位邻居家里今晚有
好饭好菜？我自备碗筷前往，伙
食费AA制。”随着“回家吃饭”
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不少人开
始了“搭伙吃饭、AA付款”的方
式。市民苏女士就是这样的例
子，她告诉记者，起初她只是在
居住小区的社区群里发布了“约
饭启事”，谁知竟应者云集。不
过，“百家饭”吃了一段时间后，
苏女士觉得“临时搭伙”这种吃
饭方式并不能持久。“毕竟去人
家家里，和别人同桌吃饭，可能
不少人心中还会有些芥蒂。”苏
女士表示。

这种“蹭饭”只是依托互联
网平台衍生的其中一种饮食文
化。除此以外，苏女士更发现不
少家庭厨房的出品已经批量化
和商业化。随着微商的兴起，攻
占朋友圈的除了面膜之外，还有
众多的“私房秘制”美食。秘制
卤菜、私房烘焙……只要你加对
方微信、在线支付，美食就会送
上门。

隐忧：
美食微商吃坏肚子却

没有监管

市民王女士就在自己的微
信公众号上每日推介私房秘制
美食，从腊肠到蛋糕，甚至菜肴
的半成品，只要通过微信下单，
就可同城收货并完成交易。自
己在厨房做的菜品怎样保证安
全和卫生？对此，王女士表示：
“来咨询的一般都是通过朋友介
绍的客户或者回头客，出品完全
是自己凭良心做，要说监管，还
真没有。”

上月初，市民小侯为过生日
的朋友特意在微信上订购了一
款私房秘制千层蛋糕，本想表示
心意，谁知两人吃完后第二天便
拉了肚子，这让她再也不敢相信
朋友圈内的“私房美食”。

记者从微信认证处了解到，
注明“加V”的商家都是完成了微
信认证的，腾讯负责对微信公众
账号申请主体进行主体合法性审
核及相关权利资质的审核。打开
一家加了V的公众号，记者看到，
该企业的全称、工商执照注册号
码、经营单位、企业类型、企业成

立时间、营业期限
等均可查到。而
对于没有经过加
V认证的个人公
众号，微信暂时没
有监管措施。

平台：
网店公布证照信息且

购买保险

随着监管措施的日趋严厉，
正在大幅圈地扩张的O2O外卖
平台已经行动起来。记者从“饿
了么”外卖了解到，该公司携手
保险公司为外卖的在线商家提供
食品安全责任保险。记者看到，
参加保险的商家会在页面上显示
“保”字样，表示已经参与了保险
活动。消费者使用“饿了么”外
卖，一旦出现食品安全问题，通过
在线等方式提交医疗证明等相关
材料后，即可获得保险的赔付。

负责该保险的经理介绍，
O2O外卖的特点是数字化，可
溯源。消费者通过外卖平台在
线订餐，食品再从商家到消费者
手中，在平台上都归集为一条数
据通向终端消费者。在这一环
引入互联网保险为消费者提供
保障，简便可行，也让消费者更
有安全感。长期来看，从这一环
回溯、倒逼上游各个环节加强食
品安全生产，在各个环节互联网
化、数字化程度越来越高的大趋
势下，食品安全问题是可以部分
解决的。

除了购买保险之外，“饿了
么”、“美团”、“百度”等几家在线外
卖订餐平台还加强了对入驻商家
的证照审核，记者发现部分无证照
餐饮商家已经处于歇业状态。

卖家：
自制食物未必受平台

规则约束

记者发现，自去年十月一日
新《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
法》实施以来，淘宝平台等电商
就对食品卖家实行了“一刀切”
的证照准入制度。目前，不少主
打“自制食品”的卖家已经告别
淘宝，转战自己的手机微店。

证件准入制度真的无懈可
击？日前，记者登录淘宝网进行搜
索，发现以“自制食品”为关键字的
店家数量仅剩下二十余家，和去年
新《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实施前的两千多家形成了明显对
比。记者从淘宝网的卖家规则了
解到，对于预包装食品，卖家必须
填写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即
QS），还需要上传食品标签图，否
则食品将无法上架。这对清退“三
无食品”能起到一定作用。

然而，对于本来就无证的自

制食品，似乎可以不受这些规则
约束。“如果是自制的散装食品，
就没有那么多约束了，只需要描
述一些基本信息即可上架销
售。”某家网店老板告诉记者。
在一家名为“?氏人家”的农副
产品网店，记者看到，该店内售
卖的梅菜干、笋干、番薯干等原
材料均产自店主自家田园，晾晒
过程也没有经过任何的食品安
全许可和检测，生意相当不错。

专家：
购买“私人定制”
“天然”未必安全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不少
消费者为了追求“纯天然”、“野
生”的感觉，从而选择无证无照
的网络食品商家。对此，营养专
家表示，“纯天然”不等于安全，
许多天然植物本身就具有一定
毒性，如我国很多种类的森林蘑
菇、野菜、中药材的毒性都不
小。“纯天然的就是健康的”这种
认识观念是错误的。此外，在我
国的认证项目中，还没有“天然”
“野生”等行业标准。只有经过专
门机构认证的食品，才可以被冠
以“有机食品”的名号。（新华网）

美食类微商兴起

“互联网+私房菜”如何监管？

据中国之声《央广新闻》报道，国
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滕
佳材近日在谈到“家庭厨房外卖”时
表示，家庭厨房没有法律界定，不支
持这种网络订餐方式。同时，他透露
《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处办法》
将出台，网上订餐记录必须要在线上
保存6个月。

在谈到网络家庭厨房这种新型
的餐饮方式时，国家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总局副局长滕佳材表示，现在
网上订餐发展得特别快，尤其是现
在年轻人都是在紧张工作，有这种
平台方便他们的生活，但网上订餐
存在很大的食品安全风险。他表

示，对于网上家庭厨房，他个人是不
支持的，甚至是反对的。他说，家庭
厨房没有法律界定，如果经营行为
以后纳入国家法规，在监管的范围
之内，可以发展。同时，消费者也应
该加强自我保护意识。

对于第三方平台提供的网络餐
饮服务，滕佳材表示，规定第三方平
台的法律责任、主体责任，就像开大
型超市一样，给消费者提供服务，必
须有相应服务的管理责任、必须有食
品安全的主体责任。“不管是卖食品
的，还是提供餐饮服务的，到你这里
来，就要对它的资质进行审查。对它
提供的相关信息，负有审查的义务，

这样才能保证它的合法性。同时我
们监管部门，对于查处、管辖的权限
也要作出明确规定，以利于消费者在
遇到问题的时候，能够找到部门维护
他的合法权益。”

此外，滕佳材透露，《网络食品安
全违法行为查处办法》即将出台，将
要求网络订餐平台要在网上公示饭
店的名称还有食材，同时网上的店名
必须跟合法部门颁发的证件名字一
致，商家的许可证和相关的资质要进
行公布。另外，针对送餐环节，要求
送餐人员的身体一定要健康，不能有
传染性疾病，网络订餐记录必须要在
线上保存6个月。

链接：

查处违法网络食品有关法规近日出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