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后

! ! ! !餐车这种经营模式不仅上海
有，北京在 !""!年就启动了早餐
车工程，然而，随着暴露的问题越
来越多，北京市商务委 !"#!年已
下发文件，明确不再审批新的早餐
车网点，同时加快“坐店”经营早餐
网点的建设。如今，上海也有一些
街道开始对餐车说“不”，这种经营
模式正面临不小的争议。

街道
!居民反对就不能摆"

杨浦区控江街道一名负责人
就曾表示，他们没有同意餐车驻
扎。因为到底谁可以申请经营、如
何分配餐车的地点都是问题，很容
易引发一系列矛盾。“如果餐车要
进入，除了办理规定的证件外，我
们肯定还要对周边居民进行走访
调查，居民同意，才能摆；居民反
对，就不能摆。”
目前，市场上存在的大部分餐

车是各区县相关部门根据市民需
求增设上路的，管理上涉及多个部

门，餐车如果占道经营，由城管部
门管理，食品卫生问题则由食药监
部门监管。对此，记者咨询了部分
区的城管部门，对方均表示，餐车
经营需要街道同意，且到城管报
备，经核实该地摆放餐车不会扰民
和挡路后，才可以颁发临时占道许
可，随后方可摆出。对于餐车擅自
挪地，他们会及时劝阻并上报；而
无证餐车肯定要驱逐。

市食药监局相关负责人顾振
华向记者表示，目前餐车的管理参
照不久前实施的《上海市食品摊贩
经营管理办法》。餐车应当依照食
品安全法律、法规、规章和食品安
全标准提供食物。按照规定，在规
定区域，固定时间段销售食品，不
能扰民，也不能影响安全、交通、市
容环境等。餐车不得经营凉拌菜、
色拉等生食类食品，也不能提供加
热处理的改刀熟食、现榨饮料、现
制乳制品和裱花蛋糕。
但是，办法中并没有提到像烤

串这种“浓烟滚滚”“一地油污”的
烧烤类、油煎类食品是否可以销

售，而这些餐车所属的管理公司
并没有“中央厨房”，大多只是自
行向供货商采购食品和原料，因
而食品安全问题，让不少消费者
心存疑虑。

事实上，正规餐车的经营范
围、时段、路段等是各企业和政府
部门自行商量决定，存在不少差
异。比如，同一个公司的餐车，在这
个区只能“做早点”，但在另一个区
却能“全天营业”；最初不能卖手抓
饼，现在却啥都能卖。有市民建议，
应该通过详尽的办法来约束餐车
和经营者；对各公司的餐车进行统
一编号、纳入统一的管理平台；同
一种类型的餐车经营范围应该一
致；严格根据车站外空间大小来决
定摆放几辆餐车；摆放前需征求周
边居民意见；定期抽检餐车是否存
在违规现象，及时向市民通报。

企业
餐车不允许卖私货

其实，餐车这种经营模式进入

上海已经有约六七年时间，当初作
为市政府的一项实事工程，的确解
决了一些下岗市民、低保户的就业
问题。市民最早熟知的就是奥食卡
公司的“爱心帮帮车”了，此外，放
心阁、新成、新迎园等餐饮公司也
在经营餐车。

记者致电奥食卡和放心阁两
家公司，相关负责人均表示，餐车
是经过政府相关部门同意的，属于
有证经营，且不能随意改变经营地
点。但不排除一些餐车营业员随意
挪动位置，以寻求更好的“市口”，
但他们发现情况或接到举报会严
肃处理。

至于市民最关心的“哪些能
卖、哪些不能卖”问题，两位负责人
均未作出正面回答，只是强调，“我
们只能卖公司配送的东西，不允许
卖私货，一旦发现就要开除营业
员”。但他们也承认，公司虽有监管
和片区经理进行抽查，难免有漏
网之鱼，因此公司非常欢迎市民
对此进行监督。不过，“奥食卡”的
一名工作人员的解释则有些模棱
两可，“公司产品列表里没有配送
里脊肉等串烧产品的，但是我们
卖的手抓饼材料里有里脊肉呀。”
由此看来，在食品经营范围这个问
题上，的确存在部分餐车打“擦边
球”的情况。

本报记者 左妍

部分街道对餐车说!不"

建议统一标准化管理 不扰民不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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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每天早晨，在地铁口的早餐车
前，花几元钱买一个热气腾腾的鸡
蛋灌饼、一杯豆浆垫肚子，然后匆忙
搭地铁去上班，这已是许多上班族
解决早餐最简单的方法。
几年前，这种主打放心早餐的

“餐车”亮相上海街头，本是为了让
市民更便利地购买早餐，同时挤掉
卫生堪忧的无证摊贩。如今已有多
家餐饮公司经营餐车，驻扎在各大
地铁站、公交车站周边。但记者调查
发现，餐车市场鱼龙混杂，因缺乏统
一、有效的管理标准，导致这种经营
模式争议不断。连日来，记者走访本
市十余个地铁站周边，对餐车进行
一番探访。

模样酷似!正规军"

无证餐车时常可见
昨天下午，记者来到轨交 $号

线中山北路站的 !号口附近，人行
道上停着一辆红色的餐车。远看，正
是“市政府实事工程”项目力推的
“爱心帮帮车”模样，可走近一瞧，车
上并没有印刷任何食品公司的电
话，里面也没张贴相关证件，显然，
这是一辆经过改造的“二手车”。只
见车身的一边是巨大的“关东煮”图
片和字样，另一边则印着手抓饼的价
目表，柜台上还整齐地摆放着各色肉
串。见有行人走过，摊主不时起身招
揽生意，“臭豆腐要伐？”当记者询问
其餐车从何而来、是否有证时，摊主
不愿回答，很快就把头埋了下去。
与之情况类似的，还有 %号线

行知路站外。靠近阳城路的这个出
口本来空间就不大，还被两辆餐车
长期占据，& 米远处还有一辆规格
较小的餐车，平时贩售手抓饼、葱油
饼、鸡蛋灌饼、臭豆腐等，地上扔满
竹签和纸巾，还有片片油污。摊主每
天从早晨营业到天黑，已经有好几
年了。因生意红火，还引来了卖烧烤
的流动摊贩“抢地盘”。附近居民陈
小姐说，或许因争抢生意的缘故，餐
车最近“歇业”了，但几个庞然大物
占据人行道，成了“僵尸车”，不仅影
响环境，还挡了市民去路。
“这几辆车原来不是正规的啊？

如何区别呢？”得知这些餐车并非
“正规军”，陈小姐瞪大了双眼，显得
非常吃惊。

不卖包子卖烤串

正规餐车打!擦边球"

山寨餐车的存在对市民造成误
导，理应被取缔，那么打着“正规军”
旗号的餐车情况又如何？经过记者几
天的探访，了解到这些餐车所属公司
不同，大多规范本分经营，只是仔细
观察之下发现还是有不少问题。
在济阳路凌兆路附近，有一辆

印有公司名字的淡黄色餐车，但车
内没有张贴任何证照，也没有饮料、
肉包子等，柜台上鸡心、里脊肉、蒜
苗等烤串倒是一应俱全，远远就能
闻到烧烤味。摊主说，他本来在其他
车站外做生意，后来因为有同行投

诉其超时段经营，他找了好几个地
方，发现都已“客满”，最终“流落”至
此。据他透露，“承包”这辆餐车，每
月需往一个账户里打一笔钱，有点
类似出租车的“份子钱”。至于钱到
底打给了谁，他说自己并不清楚。

!号线张江高科站附近，有多
辆有编号的红色餐车。车身约 !米
长，摆在沿街的人行道上，几个纸板
箱、泡沫塑料盒就堆在车旁，餐车门
边还摆着一个垃圾桶。这些杂物一
堆，周边环境显得乱糟糟的。
一些客流量大又有空间的地铁

站外大多有餐车的身影，如 $号线

莲花路站外，就有多辆餐车一起竞
争，甚至好几辆都属于同一家公
司。然而，在一些地铁站外，餐车
多、客流多、非机动车停放也多，一
旦有人停下脚步买东西，很容易造
成拥挤。
采访中，记者也听到不少市民

的抱怨，“现在便利店遍地开花了，
也都有早点卖，一个地铁站外真的
需要那么多餐车吗？”市民邵女士也
提出了她对餐车的质疑，“几年前，
餐车还只允许卖预包装食品，不能
卖现制现售食品的，但现在好像个
个摊位都在做饼子、炸肉串了，这样

可以吗？”和邵女士有同样困惑的
还有殷先生，“这种餐车不应该是
早餐时段才出现的吗？现在全天候
都在马路边做生意，到底是便民还
是扰民？”

网购餐车几千元

!便民工程"想印就印
采访中，记者多次看到外形与

正规餐车一样的“山寨餐车”，车身
没有任何公司名字，这种看似正规
的黑餐车，在城乡结合部尤其普遍。
山寨餐车从何而来？记者在网

上找到了大量定制、转租早餐车的

信息。其中，在淘宝网上，一部简易
的餐车售价在 $""" 至 &""" 元之
间，多功能电动小吃车售价在 '"""

元至 ("""元不等，长度为 !至 &米
不等。除了基本配置外，用户还可以
选配附加功能，比如烧烤、油炸、涮
烫、铁板烧、炒菜、蒸包等。客服表
示，公司承接个性化定制服务，想要
做成哪种早餐车，只需拍一张原车
照片，便可仿照制作，还可以印上各
正规早餐车公司的名称。“一般都会
印上便民工程、放心工程、实事工程
等字样，”客服建议，“要做就做得规
范点，这样比较容易让人放心。”

记者走访本市十余个地铁站周边发现

餐车鱼龙混杂 顾客难辨真假

本报记者 左妍 实习生 赵嘉唯

! ! ! !匆匆上班路! 不少市民在赶地铁

时顺手买个餐车早点垫垫饥! 就冲着

它放心"正规"便捷#谁曾想!原本是便

民利民的放心早餐车!如今鱼目混珠!

成了地铁站外叫卖烧烤" 妨碍通行的

无证流动摊!上班族吃进$变了味%的

早点!却心不知肚不明#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无证摊贩专门

仿冒正规早点车! 贩卖烤串臭豆腐等

$非早点%蒙蔽顾客&而经营正规早点车

的餐饮公司却早已放松了监管!任由餐

车自由停放!跨时营业!把放心车变得

无法让人放心'

五年前!$爱心帮帮车% 确实解决

了陆家嘴等商务区$上班族%吃早点的

难题&五年后!便利店遍地开花!吃早

点难的现象已得到一定改善! 是不是

该对放心早餐车的准入"布局"监管!

来一个重新梳理与规范( 一项$爱心%

实事工程!管理也需与时俱进!若监管

跟不上!好事也会变麻烦事'别让放心

早餐变了味' 辛迪

别让爱心变味

! 轨交 !号线赤峰路站外的爱心帮帮车卖起了鸡蛋灌饼和里脊肉 本报记者 陈梦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