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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销过万的外卖店铺，无法根据平台注册地

址找到实体店铺；平台展示的沿街店铺，实为“藏

在”美食城一角的小窗口；网上店铺图片环境干净

卫生，实地探访卫生状况堪忧……“外卖店铺看似

大门店实则小作坊”“你点外卖会在意店铺环境

吗”“原来外卖店铺照片可以造假”等话题近日在

社交媒体平台引发热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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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西宁电（记者柳泽兴）
近日，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生态
环境局成功在长江源流域当曲、黄
河源流域约古宗列曲和澜沧江源流
域扎西齐哇架设远程观测点位和 5G
基站，标志三江源源头重要地区告
别“通信盲区”。

据了解，玉树州生态环境局于
2019 年起开始建设网络视频观测系
统“江源之窗”，此系统由多个观测点
位的高空瞭望视频摄像机、实时传输
专网和统一管控平台组成，实现了对
典型区域的生态类型、自然景观及野
生动物的“远距离、大范围、全方位”实
时高清视频观测。“此次三个源头地区
远程观测点位的建立以及 5G 信号的
开通，标志着‘中华水塔’生态环境智
慧管理迈上新台阶。”玉树州生态环境
局局长多加说。

据介绍，今年初，玉树州启动
了长江、黄河、澜沧江源头生态环
境远程监管和 5G 覆盖项目。期间，
工 作 人 员 克 服 高 寒 缺 氧 、 气 候 恶
劣、施工难度大等难点，顺利完成
海拔 5000 米以上 3 个源头的塔基、
云台、线路建设并实现“江源之窗”
稳定流畅高清视频接入。目前，以
观测站点为中心，这些源头地区实
现周边 5 公里的 5G 网络（800Mbps）
覆盖。

多加说，“江源之窗”新设点位不
断增多，有效弥补了人力反应慢、成
本高、覆盖面窄的短板，今后工作人
员便可足不出户办业务，民众也可以
足不出户览源头。

经过多年建设，目前“江源之窗”
观测点位已增加到 40 个，三江源生
态环境监测网络体系不断完善。

平台多品类业务吸引入驻

如今，外卖配送越来越方便快
捷，通过外卖平台下单一日三餐、甜
品零食、奶茶咖啡等，已成为众多用
户的消费习惯。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
心发布的第5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
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2年12
月，中国网上外卖用户规模达 5.21
亿，占网民整体的48.8%。

“健身需要精准控制饮食摄入，
但自己做健身餐不仅费时费力，口
味、食材丰富度与专业门店配好的健
身餐相比也有所欠缺。”对家住北京市
朝阳区的健身爱好者小谭来说，外卖
APP“几乎是每天必用”。

在上海市徐汇区工作的金融行
业白领小段向记者介绍，虽然在公
司食堂也能解决一日三餐，但有时
加班太晚或是周末休息时，一顿外

卖就成了调剂生活的选项，“点几
道家乡菜，或是自己爱吃但食堂不
常做的菜，既省去了饭前饭后的准
备与收拾过程，也是对自己的一次
犒劳。”

外卖的便利性吸引了庞大的用户
群体，而庞大的用户群体又为外卖平
台带来源源不断的订单。近几年，外
卖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外卖平台快速
发展，通过拓展早餐、下午茶、夜宵
等多品类业务，迭代营销工具帮助商
家吸引并留存客户、提升运营效率等
方式，不断优化平台用户和入驻商家
的使用体验，并推动着餐饮行业数字
化转型。

店铺照片与实际不符

下午 3 时，在外卖平台上点一
杯奶茶为自己“充充电”，是北京市
海淀区一家互联网企业员工小袁的

日常。“工作到下午，一杯冰奶茶或
冰咖啡就是最大的慰藉，没想到我
常点的品牌近期也出现负面新闻，
虽 然 不 是 自 己 经 常 下 单 的 这 家 门
店，但心里多少也有点不舒服。”小
袁说。

小袁提到的“新闻”是近期引发关
注的外卖“照骗”相关事件。“有网友探
访发现，一家小小的店铺竟然挂了两
个奶茶品牌的招牌，在某本地品牌的

大招牌下，我常点品牌的‘小招牌’就
孤零零地挂在一角，这与外卖平台上
光鲜亮丽的门店照片简直是天壤之
别。”小袁向记者描述了新闻里的相关
场景，他认为，类似情况可能是少
数，但这种“照骗”行为无疑是对消费
者的一种不负责，辜负了消费者对品
牌的信任。

一家月销量 2000+的连锁寿司
店，店招海报精致、宣称上海直营门

店 22 家、外卖 80 元起送，然而根据
地址找到线下门店时，传说中日式装
潢的门面大堂不见踪影，只有一家挂
着“不接受堂食”的简陋小店。在“外
卖店铺照片可以造假”的相关报道
中，媒体探访结果令人担忧。

除了门店照片造假，还有不少网
友分享了另一种造假乱象——地址错
乱。有网友发现，月销过万的外卖店
铺根据平台注册地址根本找不到实体

店，费尽周折终于找到后才发现，原
来是在一个集中了数十家品牌的美食
城里。“如果是美食城里倒也罢了，可
有些商家甚至连正规档口都没有，只
是躲在地下室的一个小作坊。”不少网
友在评论区说，外卖乱象频发，诸多
问题亟待规范优化。

常态化巡检保证食品安全

外卖乱象由何而来？一方面，
在注重口碑的读图时代，店铺照片
及视频、网友评价已经成为众多用
户选择的重要依据；另一方面，中
心地段的店铺租金成本越来越高，
外卖门店经营成本不断攀升。外卖
商家“退居‘幕后’，配上‘照骗’”的现
象并不少见。

在此背景下，甚至催生了“PS
餐饮外卖门头照片”的业务，在相
关网购平台的评论区，不乏“简直
就 和 真 的 一 样 ”“ 一 次 通 过 ”等 反
馈，还有不同商家购买了同一张门
面照片。

“当用户点外卖‘只敢点自己去堂
食过的饭店’时，用户与商家、用户
与平台间就已经产生信任裂痕。”业内
人士认为，面对海量的入驻商家，平
台的管控治理存在一定难度，彻底解
决“照骗”问题需要多方面共同治理。
餐饮品牌方需加强对加盟方的审核力
度，强化日常监督；外卖平台方也应
发挥自身技术和平台优势，既要利用
高科技手段对“照骗”进行识别判定，
也要组织平台工作人员、外卖骑手进
行常态化巡检，更要注重用户反馈，
多措并举，规范入驻商户的经营行
为。有关部门应当不断追踪外卖行业
的新问题，依法依规加强监管和执法
力度。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在移
动互联网时代，用好“互联网+监
管”，推进从入驻资质审核到生产制
作、运输配送再到消费者监督反馈的
外卖全流程智慧监管，将食品安全

“晒在阳光下”，各方齐发力，方能构
建一个透明、安全的网络餐饮环境，
让消费者能够真正放心享受外卖带来
的便捷。

从手机导航到智能停放，出行服务更
优质

这个夏天，出行使用手机地图导航，系统
可实时显示周边林荫和楼阴等路段，并根据目
的地自动规划阴凉路线。

“通过遥感技术，智能识别道路周边树木分
布密度，综合具体位置等因素，便能计算出该
路段的动态光影状况。”高德地图有关负责人介
绍，对楼阴路段的判断更为复杂，涉及楼宇形
态和太阳照射角度等，为此团队还专门设计了
一套动态光影跟踪算法。

移动智能终端技术的应用，让城市出行服
务更优质、更高效。“城市出行存在峰谷现象，
高峰期打车等待时间长。”高德打车出租车事业
部总经理李新华说，为提高供需匹配效率，公
司研发推出“天秤系统”，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实时
预测区域拥堵情况，以实时价格为杠杆调节供
需关系。

有序交通出行，在于车辆调度，也在于规
范停放。在出行“最后一公里”，信息技术正辅助
提升共享单车停放体验。“在哪些停车点投放多
少车？以前全靠线下团队现场决定，效率不
高。”美团单车技术部负责人黄斌强介绍，一些
早晚高峰潮汐点位，比如地铁站口，车辆总会
过多或不足。通过应用深度学习模型，预测用
户需求，智能调度车辆，既方便用户乘车，也
让道路交通更有序。

从网约车到共享单车，从出行导航到智能
停放……信息技术正融入城市交通的每个角
落、每一环节，不断满足公众多样化、差异化
的出行需求。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目前，网

约车服务已覆盖300多个城市，日均订单量超过
2500 万单，共享单车全国共投放 1500 万辆，日
均订单量2800余万单。

从精准治堵到车路协同，交通管理更
有序

智慧交通的不断发展，提升了乘客的出行
体验，也让城市运行更加有序。

“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催生了更多的交通需
求，但拥堵、事故、污染等问题也日趋显现。”
交通运输部科技司有关负责人表示，实践证
明，单纯依靠扩大基础设施规模，不仅效果有
限，还面临土地、环境等“硬约束”，以人工智能
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可以为提升交通基础设施
服务能力提供新思路。

管理城市交通，调控交通信号灯是有力抓
手。北京亦庄建设改造332个智能路口，可通过
分析研判车辆情况，及时调整信号灯。“从以前

‘车看灯’到如今‘灯看车’，治堵效果显著。”百度
智行科技公司总经理聂育仁介绍，在相关区域
内，车辆排队长度下降30.3%，绿灯浪费时间下
降18.33%。

各地在更多应用场景上的主动探索、持续
创新，让交通智慧化发展的“进度条”不断刷新。

湖北襄阳高新区，智能网联车测试道路
上，自动驾驶无人小巴正定点接驳乘客，不远
处，自动驾驶环卫车在进行自动清扫作业。中
国市政中南院项目负责人介绍，目前，当地无
人驾驶运营服务已涉及 140 多项车联网应用场
景，覆盖 234 个交通路口、双向里程 510 公里、
150平方公里的大规模城市级车联网应用环境。

“当前，智慧交通已进入‘移动互联网+产业
化’的发展快车道，行业治理和服务能力不断增
强。”交通运输部科技司有关负责人介绍，中国
已建成全国重点营运车辆联网联控系统和道路
货运车辆公共监管与服务平台，可实现全天
候、远程监控重点营运车辆和 12 吨以上货车的
速度、位置，严防超速、疲劳驾驶等违法违规
行为发生；北京、上海、江苏等地全面建成省
级公路网运行管理与应急处置平台；基于政企
合作模式建设的综合交通出行大数据开放云平
台有序运营，交通旅游服务大数据应用试点稳
步推进。

从市内交通到城际路网，长途行车更
安全

借助四通八达的路网，人工智能技术加速
从市内交通向城际线路延伸，助力高速公路加

快迈向高质量发展。
“智慧杆”让安全治理效能更高。车出成都

市区，驶入成宜高速，隔离带上每隔800米处便
立起一根杆柱，集合各种摄像机等传统设备和
毫米波雷达等新型设施，实现对道路 24 小时实
时精准感知。“利用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
术，不仅实现了对超速、逆行、应急停车等异
常事件的智能精准分析，还能让行驶在高速上
的车辆拥有‘千里眼’，及时获取超视距信息。”
四川数字董事长陈垦说，设备建成投运以来，
基 于 人 工 智 能 告 警 的 事 故 主 动 发 现 占 比 达
73.8%，事故到达现场平均时长缩短近34%。

“经历起步探索、试点示范，中国智慧交通
发展正迈向规模化、网络化推广应用的新阶
段，其中智慧公路总体与发达国家处于并跑状
态。”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有关负责人介绍。

作为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向，智
慧交通发展前景广阔。交通运输部科技司有关
负责人表示，未来智慧交通将呈现 3方面特征：
运输工具实现智能化和自动化，人为因素导致
的事故率大大降低；基础设施更有弹性和韧
性，全天候安全可靠出行成为可能；交通管理
更加高效，系统网络承载能力成倍提升。

小作坊化身大门店，商家地址“实地查无”

莫让“造假的外卖”忽悠消费者
本报记者 徐嘉伟

小作坊化身大门店，商家地址“实地查无”

莫让“造假的外卖”忽悠消费者
本报记者 徐嘉伟

三江源源头地区建立5G远程观测点位

信息技术与交通行业深度融合

有了智慧交通，出行更便利
本报记者 韩 鑫

夏日出门，打开手机APP可查询

“防晒路线”；驾车出行，导航软件能

读秒提示红绿灯倒计时；拥挤路段，

共享单车系统可推荐停车点位；高

速路口，视觉识别技术可实现非停

车收费……从市内交通到跨城出

行，从“最初一公里”到“最后一公

里”，信息技术与交通行业深度融

合，新产品、新模式持续出现，优化

着人们的出行体验。智慧交通如何

助力人享其行、怎样深入推进？记

者进行了采访。

近年来，山东省聊城市茌平区大力发展智慧农业，采用“智能温
室+4层保温+3层立体种植”模式，用高质量椰糠进行无土栽培，自
主研发水肥自动滴灌系统，实现草莓“0重金属污染”。图为在茌平区
乐平铺镇小刘新村信发现代农业产业园智能温室大棚，员工进行草
莓苗定植作业。 马红坤摄 （人民图片）

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武康街道自动驾驶亚
运公交环线上，自动驾驶巴士在行驶中。

谢尚国摄 （人民图片）

江苏省连云港市连云区市场监管局联合部分快递、外卖行业协会启动“食品安全 共治共享”骑手食品安全周宣传活
动，250余名外卖小哥化身“食品安全宣传员”，将食品安全知识带进大街小巷。图为连云区几名骑手在展示“食品安全”
绿标。 王 春摄 （人民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