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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不出户享受美食

下班路上点个外卖，设置好配送时间，
到家就能收到热乎乎的晚饭——这是北京市
海淀区上班族刘女士经常做的事情。“上了一
天班挺累的，回到家也比较晚，选择这种就
餐方式省时省力。”刘女士说。

外卖订餐的优势在于其便捷性、高效
性、丰富性，让人们足不出户就可以享受
到各式各样的美食。目前餐饮企业积极加
快数字化转型，“外卖+火锅”“外卖+星级酒
店”等新模式不断涌现。例如，眉州东坡开
发销售自热火锅、方便担担面等新品，实
现了餐饮的线上零售化，并通过电商、直
播、APP、小程序等，将餐厅的成品、半
成品直接卖到社区。“餐饮企业的改变，要依
靠科技实现创新发展，做到线上线下一体的

‘餐饮无界限’。”眉州东坡集团相关负责人
认 为 ， 中 餐 全 产 业 链 的 发 展 机 遇 已 经 到
来，餐饮企业要加快标准化、零售化、线
上线下一体化的进程。

“通过外卖让我们更了解‘熟客’。以往
大家来‘真功夫’比较喜欢吃的是排骨饭，
但外卖运营师带着数据告诉我们，鸡肉也很

受欢迎。”真功夫运营中心相关负责人说，
公司依托外卖平台对线上消费习惯的数据与
分析，完成线上菜品的选择与搭配。比如冬
菇蒸鸡饭的热销，就得益于美团的菜品数据
分析。

业内人士认为，外卖业务培养了消费
者，从需求端为餐饮业创造更多市场机会。
外卖也拓展了餐饮企业的商圈半径，进一步
推动餐饮业的线上线下融合，使餐饮业在堂
食之外打造出一个新的利润增长引擎。

数字化赋能老字号

近几年，餐饮老字号企业通过提升数字
化水平，顺应年轻消费群体需求，焕发新的
生机。其中，有的老字号推出微信小程序、
线上旗舰店；有的老字号引入智慧食安系
统，打造智慧餐厅；有的老字号突破堂食餐
饮单一供给模式，扩展线上外卖、外带自提
等新业务模式，营造更加便捷高效的消费新
场景。

创办于1950年的峨嵋酒家加速推进数字
化探索，利用数据分析，创新外卖服务。例
如，根据周边外卖客群进行线上菜单调整，
覆盖不同客群的用餐需求：针对写字楼办公

人群，上线的餐品以小份菜、双人餐为主；
针对社区居民，上线了家宴套餐。峨嵋酒家
相关负责人说，拥抱数字化是餐饮企业发展
的必经之路，数字化赋能老字号，不仅能降

低成本，还能创造更多消费场景。“餐饮老字
号既要花心思推出更丰富可口的菜品，也要
借助数字化不断优化消费体验，更好满足个
性化、多元化消费需求。”

老 字 号 餐 饮 企 业 正 积 极 改 变 经 营 策
略，通过线上创意推广等方式，拓宽销售
新路径，赢得发展新空间。为了让品牌形
象更加年轻化，全聚德推出“萌宝鸭”IP 形
象，打造了更符合年轻人审美观的品牌新
符号。全聚德还开启品牌文化传播新项目

“萌宝星厨直播间”，挖掘博大精深的中华
饮食文化，发布“星厨探店”“萌宝小星厨”

“星厨故事秀”等一批面向年轻群体的产
品 ， 通 过 动 漫 短 视 频 的 形 式 讲 述 美 食 文
化，吸引不少网友参与体验。“全聚德是很
传统的品牌了，想不到还有这么可爱、这
么解压的‘萌宝鸭’文创。”购买了全聚德冰
箱贴、马克杯等文创产品的小周说。

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专家认为，随着餐饮产品不断标准化、
锁鲜技术进一步成熟，外卖的生态边界扩
大，成为餐饮业发展的新动能。消费者习惯
养成和餐饮企业加速线上化，让餐饮业迎来
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消费场景、消费品类将
更加多样化。

如何让消费者吃得更放心，更好地守护
“舌尖上的安全”？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
所长刘俊海认为，针对餐饮外卖的一些乱
象，必须线上线下一起发力，特别是要激活
网络订餐第三方平台的自律监管职责，平台
不能当“甩手掌柜”。“规范网络餐饮服务，必
须抓住外卖平台这个‘牛鼻子’，通过平台监管
商家。”

怎样实现对餐饮外卖的全链条监管？
专家建议，在商家准入环节，外卖平台要
落实审查责任，确保入网商家具有实体经
营门店的资格，消灭“黑作坊”；在生产环
节，平台要加强抽查检测，确保线上线下
餐饮服务同标同质，严查“双重标准”；在配
送环节，平台要确保送餐人员个人卫生，
容器、餐具、包装等无毒、清洁，严控“配
送污染”。

业内人士指出，食品的安全和质量是餐
饮企业的底线。既要发挥平台企业作用，鼓
励餐饮企业通过实时视频“明厨亮灶”，也应
完善消费者评价、投诉和维权机制。外卖平
台、餐饮企业、消费者、监管部门要联动起
来，共同打造良性的“互联网+食品餐饮业”
安全生态。

APP领域乱象时有发生

关不掉的弹窗广告、山寨 APP 以假乱
真、未经同意强制捆绑下载、难以卸载的预
置程序……眼下，APP领域乱象严重影响了用
户体验。

弹窗广告是用户遭遇的普遍问题。“APP
投放广告本身没问题，但现在打开 APP 都不
敢动手机，因为有时候稍不注意晃一下手
机，就跳进了‘摇一摇’广告。”网友“小花一
朵”说。

此外，有些 APP 页面里“关不掉”的广告
也实在令人糟心。不少网友表示遇到过“虚假
关闭按钮”，本以为点了关闭，实际上还是跳
转到了外部页面。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数据显示，截至
2022 年 6 月，中国市场上监测到的 APP 数量
为 232 万款。海量的应用数量也给不少山寨
APP带来了可乘之机。“有些山寨APP图标和
正版 APP 十分相似，一不注意就容易下载错
了，最终导致信息泄露甚至是经济损失。”
网友“柒柒”说。

黑龙江哈尔滨银发网友吴淑琴说：“我们
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本身就是一个学习的过
程，很多操作都不熟悉，有些细微的操作也
容易忽略，因此下载 APP 的时候更容易遭遇
捆绑下载。没用的 APP 在手机里不仅侵占手
机空间，还让手机越用越慢。”

一 项 针 对 手 机 预 置 软 件 的 调 查 显 示 ，
62.21%的受访者反映手机预装软件数量多且占
用内存，自己日常很少使用，会删除其中绝
大部分。在预置软件数量方面，有些型号的
手机在出厂时就已预置了多达56个应用程序。

业内人士认为，预置 APP 不仅让人眼花

缭乱，大部分也缺乏实用价值。“删都删不
掉”的预置APP背后实则是手机厂家和软件运
营方的联合操作。

政策监管有新招

近日，为规范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信息
服务管理，深入治理APP、小程序等应用程序
乱象，进一步压实应用程序分发平台主体责
任，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国家网信办部
署开展“清朗·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领域乱象
整治”专项行动。

此次专项行动加强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
全链条管理，全面规范移动应用程序在搜
索、下载、使用等环节的运营行为。其中，
搜索查找环节将重点打击“山寨 APP”、从严整
治虚假排名、全面净化页面呈现、严格规范
备案要求。在下载安装环节，将集中整治强
制、捆绑下载安装；坚决惩处应用程序“挂羊
头卖狗肉”规避监管；严厉打击以赚钱为诱饵
诱导用户下载。针对运行使用环节，将集中
治理弹窗问题、严格规范功能设置、严厉打
击诱导充值。

据悉，此次专项行动将以加强分发平台
规范管理为抓手，抓好重点平台，对问题突
出的应用程序分发平台加大整治力度。

为进一步规范移动智能终端应用软件预
置行为，保护用户权益，提升移动互联网应
用服务供给水平，构建更加安全、更有活力
的产业生态，促进移动互联网持续繁荣发
展，工信部、国家网信办日前联合印发 《关
于进一步规范移动智能终端应用软件预置行
为的通告》（简称《通告》），自2023年1月1日起
执行。

《通告》 明确，移动智能终端应用软件预
置行为应遵循依法合规、用户至上、安全便
捷、最小必要的原则，依据谁预置、谁负责
的要求，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尊重并依法维
护用户知情权、选择权，保障用户合法权
益。生产企业应确保移动智能终端中除基本
功能软件外的预置应用软件均可卸载，并提
供安全便捷的卸载方式供用户选择。实现同
一基本功能的预置应用软件，至多有一个可
设置为不可卸载。

建立长效监管机制

针对 APP 领域的各类乱象，有关部门一
直在持续升级监管。据统计，从 2019年 12月

至2022年10月，工信部累计通报了26批关于
侵害用户权益行为的 APP，逐一列出详细问
题，严格限期整改，并对未按要求完成整改
的APP进行下架处理。

针对用户反映强烈的 APP 开屏弹窗信息
“关不掉、乱跳转”问题，工信部在2021年全年
累计开展 12批次技术抽检，通报了 1549款违
规APP，下架了514款拒不整改的APP。

在涉诈风险提示方面，2022 年 11 月以
来，工信部反诈专班已在官方公众号上发布
了 20 多期涉诈高风险 APP 名单，为广大网友
提示了包括以山寨 APP 为代表的仿冒类诈骗
以及彩票类诈骗、贷款类诈骗等多种 APP 涉
诈类型。

经过多轮整治，APP行业乱象已有改观，
但仍有部分软件运营方、分发平台通过“打擦
边球”或是一些违规“新花招”逃避监管。

专家表示，APP行业的规范和监管需推动
各方实现协同治理，建立长效机制。一方
面，APP的运营、分发、使用涉及诸多环节，
软件运营方需以用户为中心，依法依规安全
经营；分发平台要加强审核把关，设立准入
门槛；用户需加强自我保护意识，善用相关
举报平台；监管部门则要严格监督，对相关
乱象予以及时的指导和规范。另一方面，网
络世界发展日新月异，APP领域的各类乱象也
并非静止不变。因此，要在协同治理的基础
上建立长效监管机制，既要抓落实防反弹，
也要不断甄别和应对新乱象，促使 APP 领域
真正实现健康规范的可持续发展。

网上中国网上中国

外卖配送、美食直播、菜品分析……不少餐饮企业借助互

联网技术转型升级，实现线上与线下相互引流，不断拓宽多样

化的数字化消费场景。

线上线下发力，拓宽消费场景

餐饮业启动数字化“快车”
海外网 李雪钦

开展乱象整治专项行动，规范应用软件预置行为

手机APP弹窗关不掉？加力整治！
徐嘉伟

移动互联时代，即时通

讯、网络视频、在线购物、新闻

资讯等各类移动互联网应用

程序（APP）在快速发展的同时

也滋生了种种乱象。近日，有

关部门接连出台相关举措，开

展专项行动、印发联合通告，

为APP领域的健康规范发展加

码发力。

据新华社深圳电 （记者王丰） 近
日，在深圳举行的 2022 碳达峰碳中和论
坛暨深圳国际低碳城论坛上，深圳虚拟
电厂管理中心与中国铁塔、中国电信、
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华为数字能源等
单位签订虚拟电厂建设合作协议，将合
力推动全市5G基站储能系统到2023年全
部接入该中心，为保障能源电力系统安
全提供快速、灵活的调节能力。

虚拟电厂并不是一个真的电厂，而
是一套能源管理系统，通过能源互联网
技术，对散落在终端用户的充电、空
调、照明、储能等电力负荷资源进行聚
合管理和优化控制。储能系统是保证 5G
基站连续供电的核心系统，当城市电网
正常供电时，该系统可协助平滑滤波改
善供电质量，当供电出现异常或故障
时，可作备用电源供电。5G 基站的备用
储能平时很多是闲置的，通过接入虚拟
电厂管理中心就可以把它聚合起来参与

电网调度。
根据协议，签约方还将探索 5G基站

等负荷资源参与需求侧响应、现货市
场、辅助服务市场的商业模式和产业化
应用模式，为全国5G基站“沉睡”资源的
再利用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深圳虚拟电厂管理中心还与 36 家虚
拟电厂聚合商企业签约，涉及用电方、发
电方、储能方，以及众多虚拟电厂研发设
计、设备制造等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他们
将携手带动虚拟电厂相关技术创新和产
业发展，进一步扩大深圳虚拟电厂参与主
体，促进虚拟电厂综合示范项目发展。

2022 年 8 月 26 日，深圳虚拟电厂管
理中心正式揭牌，设在南方电网深圳供
电局，主要负责深圳虚拟电厂的建设、
管理和日常运维，预计到 2025 年，深圳
将建成具备百万千瓦级可调节能力的虚
拟电厂，逐步形成年度最大负荷 5%左右
的稳定调节能力。

深圳推动5G基站储能系统接入虚拟电厂管理中心

在山西省晋中市平遥古城庆义泉炉食铺内，工人们忙着打月饼、直播卖货。
新华社记者 王学涛摄

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天荒坪镇依托优质水资源，引入物联网水质监测系统、
智能增氧系统、智能化管理系统等，实现商品鱼养殖管理单元化、智能化、精细
化，助力村民增收致富。图为在安吉县天荒坪镇的智能化养鱼基地里，工人在检
查鱼池。 夏鹏飞摄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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