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圳滑坡事故进入第四天，首名幸
存者田泽明获救并送往医院治疗、4具遇
难者遗体被发现、1817名受灾群众得到
安置……在“黄金72小时”救援时间过去
之后，超过5000名救援人员仍在现场持
续寻找生命的信息。

记者23日采访了解到，当地正进一
步加大搜救力度，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
治，继续进行核实失联人员信息、安抚家
属及安置受灾人员等工作，国务院深圳光
明新区“12·20”滑坡灾害调查组也于当
天上午成立。

首名幸存者被救出

12 月 20 日 11 时 40 分许，深圳光
明新区凤凰社区恒泰裕工业园发生滑
坡事故，滑坡覆盖面积约38万平方米，
淤泥渣土厚度达数米至十几米不等，造
成附近33栋建筑物被掩埋或损毁。

12 月 23 日 3 时 30 分，搜救队员发
现首名受困者田泽明后展开破拆救援，
同时，医护人员为他输液、输氧。12月
23日6时40分左右，田泽明被救出，送

往深圳光明新区中心医院接受治疗，生
命体征稳定，意识清楚。

参加过救援的武警水电部队救援
支队战士胡佺告诉记者，被困者田泽明
主动伸出手来并呼喊：“我在这里，我在
这里。”发现田泽明时，他身边有瓜子壳
儿和水果皮等。救援队长现场讲述：灾
害发生的瞬间刚好掉下瓜子、柚子等零
食，田泽明几天来靠此充饥。救援人员
和他聊天，他说非常想妈妈，并坚信：我
一定要出去！小伙子有很强的生存信
念，懂得用石头敲击发出求救信号。

光明新区中心医院院长王光明说，
田泽明身体极度虚弱，严重脱水，多发
性损伤，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及骨折，
右下肢重度挤压伤，皮肤坏死。田泽明
之所以能在事故发生后支撑这么长时
间，与这里的空间特征和个人意志密切
相关，“房梁支撑、可能有一定缝隙提供
氧气输送的通道，使他具备赖以生存的
条件，还有他生命意志比较顽强，让他
能够支撑到最后。”

在田泽明被发现区域附近，另一位
被困者被找到，但该被困者已无生命体
征，身份尚未确认。

据深圳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张虎
介绍，灾害发生后，现场指挥部将灾害
现场分为 35 个网格，在 19个作业面同
步开展作业，打通了6条通道用于救援
人员和设备进场，并利用生命探测仪、
搜救犬开展了9次地毯式排查。

截至 23 日 11 时，参加救援的各种
力量已超过 5000 人，其中警力达到
4249 人。投入机械设备有 178 台挖掘
机、21 台炮机、11 辆装载车、64 辆泥头
车、30多台推土机、4台吊车、123台搜
救设备生命探测仪和4台无人机，现场
还有30只搜救犬。

夜幕降临，搜救人员依然借助探照灯
在事故现场继续挖掘和寻找生命迹象。

国务院成立调查组

12 月 23 日上午，国务院深圳光明
新区“12·20”滑坡灾害调查组在深圳
成立。国务院调查组将本着“尊重科
学、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原则，深入
细致地开展各项调查工作，调查结论要
经得起科学和历史的检验。

调查组由国土资源部部长姜大明
任组长，成员包括公安部、监察部、环
保部、住建部、安监总局、全国总工会、
广东省和深圳市政府有关负责人。

调查组下设专家组、工作组和联
络组。专家组由国土资源、住建、安监
和防灾减灾有关方面专家组成。

调查组负责人要求，各成员单位
要密切配合，迅速到位抓紧细化方案落
实。所有参加调查的工作人员都要服
从统一领导，严守纪律、认真负责，团
结协作、密切配合，以高度的责任感和
使命感完成任务。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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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窝点”仍存 漏洞颇多

近 年 来 ，网 络 外 卖 市 场 发 展 迅
猛。据艾瑞咨询统计，2014 年中国餐
饮 O2O 市场规模为 975.1 亿元，预计
2017 年将突破 2000 亿元。以热门订
餐平台“饿了么”为例，目前已覆盖
300 多个城市，用户超 4000 万，加盟
餐厅近50万家。

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规定，网络交
易平台必须对入网食品经营者进行实
名登记，并审查其许可证，但记者调查
发现，无证、无店食品生产点仍存在。
上海市消保委日前发布的网络外卖订
餐消费调查与评议显示，9家热门网络
订餐平台的 100 家餐厅中，仅有 39 家
公布了可辨识的营业执照和经营许可
证图片，而其中仅有半数证照相符。
同时，这 100 家餐厅中只有 11 家提供
了发票，部分发票开票单位与实际消
费餐厅并非同一家。

记者同时发现，不少在订餐软件
上证照齐全的餐馆，实际是街巷中的
小作坊，更有藏身民房的“黑窝点”为
网上餐厅代工，卫生状况让人担忧。

记者走访福州市一条作坊云集的
街区看到，破旧的民房里各类油桶、洗
菜盆、盘盘碗碗胡乱堆叠在一起，墙面
地面到处是油污，民房外面的小道污
水横流。不时有送餐的电动车从巷子
里进进出出。附近居民说，这里“很多
餐馆都有网络送餐业务，了解情况的
都不敢在附近吃饭。”

“只要你能搞到营业执照和餐饮
许可证，你的东西是怎么生产出来的
我们不管。”记者询问是否可以在家制
作“私厨”，找一家商铺挂靠登记时，某
知名平台工作人员向记者“坦言”。

“目前来看，各大平台的线下推广
速度非常惊人。”福州市场监督管理局
网监科科长吴捷表示，网络外卖平台的
合作商户数目往往处于变动之中，不少
平台可以在一周内增加几百个商户。

餐饮O2O面临“衔接期”阵痛

近年来，各大网络订餐平台迎来“暴
增式”发展。然而与网络商城、移动打车
软件等业态的发展一样，网络外卖平台
急速爆发后迎来的是“衔接期”阵痛：

——“刷墙式”疯狂地推，平台监管
多凭“自觉”。目前，线下推广、抢占市场
成为许多网络订餐平台的发展要务。然
而，快速增长背后，多是“只推不管”。

中国互联网协会信用评价中心法
律顾问赵占领表示，各平台的业务人
员出于考核压力和推广任务，可能并
不严格执行新法。位于福州仓山区金
祥路的小吃店老板李先生向记者透
露，此前各家平台不断抢夺店源，主动
走街串巷招揽了不少无证商家。

——流量为王利润至上，安全保
障沦为“空谈”。记者在上海肇嘉浜路

暗访发现，一家黄焖鸡米饭餐馆竟在
三个订餐平台上拥有三个不同证照的

“马甲”。有老板甚至透露，加入订餐
平台直接带来了两三成收入，应付订
餐平台的证照展示“小菜一碟”。

不少商家告诉记者，目前最严格的
平台登记无非就是签一张协议书，登记
相关证件，偶尔复查也不曾走进厨房。
一旦出现投诉，最多电话询问一下。

——异地监管相互“传球”，互联
网管理成“隔空喊话”。记者注意到，
互联网外卖平台总部多位于北上广，
而具体食品生产商铺和消费者则遍布
全国各地。一旦产生消费纠纷或安全
问题，消费者维权很容易遭遇地方监
管部门和平台总部互相扯皮。

——食药监、工商等监管部门难
辞其咎。食药监部门是网络订餐平台
的监管主力，但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地
方的监管部门不作为或少作为。有地
方食药监部门负责人称“数量大，不好
管”。然而，取缔“苍蝇馆子”本就应当
是部门分内职责，随着市场监管领域

“三合一”改革的推进，“九龙治水”局
面将结束，“不好管”也必须直面。

权益受损可依法索赔

新食品安全法对网络食品交易第
三方平台、入网食品经营者或食品生
产者的相关责任都做出了明确规定；
消费者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时，可依法
向相应责任方进行索赔。

专家建议，应进一步统筹监管部
门和平台的管理责任，明确分工配合，
统筹线上、线下监管工作，引导互联网
业态走向规范化。

易观智库高级分析师孙梦子认为，
互联网平台因其独特的运营模式，与传
统监管模式存在一定差异。在庞大的
交易量面前，传统的安全“抽查”、信息

“上报”等监管模式往往容易失灵。
赵占领表示，管辖权问题是目前许

多网络交易行为共存的难点。互联网
业态的“无地域性”和传统食品、工商管
理部门的“属地管辖”模式出现冲突。
强化管理，落实法律规定，需要监管部
门和运营平台找到合作的平衡点。

业内人士建议，或可在北京、上海
等城市设立专门的监督单元，与平台
总部进行有效对接，签订信息开放协
议，减少地方部门与网络平台的“隔空
喊话”。如果发现违规现象，可以第一
时间追究到商铺或平台的责任，让网
络食品消费安全得到制度化保障。

此外，食药监等监管部门应持续
加强线下商铺的监督检查，减少有执
照商铺的违规生产经营现象；而网络
平台则应规范入驻商铺管理，明确安
全责任，落实实名登记和场所检查工
作。双方在各自管理范畴内共同努
力，为消费者打造“放心外卖”。

网络订餐火爆
实名登记为何仍未杜绝“黑窝点”？
□据新华社

10月1日起，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对当前流行的网络订餐交易做出明确规定：
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应当对入网食品经营者进行实名登记，明确其食品安全管理责任；
依法应当取得许可证的，还应当审查其许可证。

然而，法律实施近3个月，各地仍频现无证、无店的“黑窝点”借网络平台经营外
卖送餐现象。漏洞，为何难补？

深圳山体滑坡幸存者
靠零食充饥
国务院成立调查组展开调查

参与救援的武警水电部队官兵罗星星
拉着首位幸存者田泽明的手

首名幸存者术后苏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