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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号的餐做好没？”“拿下23号的餐！”……广州天河区石牌
村小巷狭窄复杂，每天中午临近饭点，穿着蓝色或黄色工服的外卖
小哥们骑着电动车熟练穿梭其中，循着订单的地址找到不起眼的
店面，在门口的置物架上熟练地取走打包好的菜品。

如果无视大门上挂着的名字灯箱，这些不设桌椅的门店和
餐厅后厨没什么两样。但在美团外卖 APP、饿了么 APP 上，
这些不起眼的小店月销量大多在4000份以上甚至上万份。

这是近年来兴起的被称为“外卖厨房”的餐饮新模式，这些商
户不提供堂食，纯做外卖餐饮，一间厨房就是门店的全部。火爆
的外卖厨房生意亦得到了资本青睐，集中向外卖餐饮提供生产场
所、必要设备和服务的“联合厨房”（亦称共享厨房，本文统称联合
厨房）应运而生，并迅速成为市场新的风口。

外卖厨房究竟如何运作？远离消费者视线的纯外卖模式，食
品安全卫生有保证吗？3月份以来，羊城晚报记者兵分多路，以兼
职的名义进入位于越秀区、天河区的7间外卖厨房后厨，又以外卖
员和应聘者的身份实地暗访了上百家外卖厨房。

记者暗访发现，在手机上光鲜亮丽的美食图片背后，外卖厨
房操作间的食品卫生状况令人触目心惊：有的门店将食材以及纸
箱包装的物品随意堆放在地上，有的门店店员徒手抓熟食，在个
别门店外，记者甚至看到了蟑螂到处爬行。

卧底记者无证就能上岗
健康证要求形同虚设1

“老板，你们这儿招兼职
吗？”

“招啊，你要来吗？”
在石牌村寻找“兼职”出

乎意料的简单。穿过城中村
狭窄昏暗的巷道，一排充满
了油烟味的“厨房”出现在记
者面前。就在记者一家家询
问“招不招兼职”时，其中一
家烧腊店的老板叫住了记
者。“可以长期吗”“价钱可不
可以”“厨房的工作可能会有
点脏”，在简短地沟通了几句
之后，老板爽快地拍了板：

“明天过来上班吧！”
第二天，记者按时来到

店里，老板并没有要求查看
身份证和健康证，仅仅示意
取一个发网戴上，便直接“上
岗”了。

不仅仅在石牌村，记者
以同样的方式在区庄、东风

西路、棠下村等外卖厨房聚
集的地方，顺利地找到了7家
店的“兼职”。这些店主打健
康轻食、日韩料理、中式快餐
等，配送范围覆盖环市路、东
风路、天河路、珠江新城等主
要商圈。其中，仅有3家店要
求查看了记者身份证，且所
有的店都没有要求健康证，
甚至在记者主动询问需不需
要健康证时，被告知“健康证
有就带，不用特意去办”。

事实上，根据食品安全
法，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
工作的食品生产经营人员应
当每年进行健康检查，取得
健康证明后方可上岗工作。
患有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
定的有碍食品安全疾病的人
员，不得从事接触直接入口
食品的工作。换言之，健康
证是餐饮行业从业经营者的

必备证件。
但记者在×沙拉、×鲜

外 带 寿 司 、× 拿 无 骨 酸 菜
鱼、×饭之神等 7 家外卖厨
房店近两个月的卧底观察
发现，这些店家不仅对“兼
职”的记者没有要求，店内
员工亦并非人人都持有健
康证。记者“无证上岗”前，
甚至连必要的卫生安全培
训都没有。

对此，广州主要联合厨
房品牌之一星选闪电厨房的
销售人员告诉记者，这些外
卖厨房店人员流动快，甚至
有的人干了10分钟直接掉头
就走，不可能要求所有人办
了健康证再上岗，他们对进
驻商家的硬性要求是，至少
要有一个人办理健康证，“看
哪个员工经常在，就哪个员
工去办。”

店员普遍不戴口罩
光膀炒菜徒手抓熟食2

青龙坊二横路是越秀区最大的一
条专做外卖的饮食街。除了开在街边
的十几家外卖厨房，这里还坐落着一家
两层楼高的“大丰窝联合厨房”，里面进
驻了 20 多户外卖商家。根据记者连续
多日观察，这20多家外卖厨房中只有个
位数的员工在备餐时戴着口罩；许多店
员在烹饪或打包时大声交谈。佩戴手
套的员工也寥寥无几，而且都集中在

“北京烤鸭”等需要上手接触油腻食材
的外卖厨房。在一家名叫“湖南秘卤粉
牛腩粉”的外卖厨房外，记者目睹员工
徒手把米粉抓进餐盒中。

东风西路的星选闪电厨房内也进
驻了 20 多家外卖厨房。记者连续多日
观察发现，备餐时佩戴口罩的员工只有
不到五人，戴手套的只有两人。

没有了口罩的束缚，员工抽烟的情
况时常发生。记者在大丰窝联合厨房
二楼的“刀白凤 香港豉油手撕鸡”门口
看到，店里一名30岁左右的男性员工在
打包外卖餐盒时手里夹着香烟。在这
家店右边十米的“回味重庆鸡公煲”，一
名20多岁的男性员工一边叼着烟，一边
把餐具放到塑料袋里打包。

由于需要直面顾客，堂食餐厅员工
的口罩佩戴率大大高于外卖厨房。在距
离大丰窝联合厨房仅20米的“浓香宜正
宗湖南米粉”内，四名服务员整齐地戴着
口罩、穿围裙和戴发网。在青龙坊二横
路斜对面的环市东路上，有小霞包点、久
久丫鸭脖、陈记三及第等 11 家餐饮商
铺，绝大部分店员都整齐地戴着口罩，只
有四名店员没有把口罩戴好。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石牌村和棠
下村等城中村。在石牌村里，15家外卖
厨房中只有两人佩戴了口罩，无人佩戴
手套。然而在这附近的熟食店里，口罩
和手套早已是店员上班的“标配”。

部分厨房卫生堪忧
苍蝇乱飞蟑螂是常客3

3 月 31 日上午，记者到
位于青龙坊的私町×食堂外
带寿司“兼职”，在美团外卖
APP上，这家店月销5131单，
还登上了“越秀区日式便当
热销榜”。

到 店 的 第 一 件 事 是 煮
饭。就在记者跟着店员柒先
生到食材准备区舀米煮饭
时，明显看到米袋下方躺着
一只死蟑螂，再往左边墙角
一看，离米袋十几厘米处亦
躺着一只死蟑螂。米饭煮好
后，记者把饭倒到大盆里，蹲
在大盆旁边加醋用力搅拌
时，在米袋旁边发现了第三
只死蟑螂。

没过多久，记者在距离
电饭锅约20厘米的地面上发
现了第四只死蟑螂。这只蟑
螂旁边是装着鳗鱼酱的塑料
瓶和用来装熟米饭的红色保
温箱。而在店门前的布满污
垢的台阶上，记者又看到了
两只死蟑螂，其中一只蟑螂

身旁爬满了小黑虫。
到了下午，记者实在忍

不住把依然躺在米袋附近的
三只死蟑螂指给店员柒先生
看，另外的店员打趣称：“你
信不信这些（靠在墙角装食
材的）箱子里还有更多。”

4 月 3 日到 5 日，记者到
位于棠下村的×鲜外带寿司

“兼职”，工作内容是打包餐
具。在美团外卖 APP 上，这
家店月销量 8658 单，还登上
了“天河区日式便当热销榜”。

这家店的卫生状况也引
发了记者生理上的不适：地面
很脏，包餐具的桌子也很脏，
苍蝇乱飞，有虫子到处爬。蟑
螂出现得非常频繁，放米饭的
地方有蟑螂，放勺子的箱子里
钻进了两只，包餐具的桌子上
少说四五只，而在装餐具包的
盒子里，老板更是直接端起一
窝小蟑螂。

但店员对这样的环境似
乎都习以为常。短短几天

“兼职”期间，记者就看到有
店员从材料里面挑出了小蟑
螂；而看到蟑螂爬到装勺子
的袋子里，有店员随手扒拉
下去，蟑螂掉到腿上，又被随
手拍掉了。

在记者“兼职”的 7 家
外卖厨房中，店员不按规定
戴口罩、手套、发网的情况
非常普遍。

这其中，位于东风西路
的 × 饭 之 神 和 位 于 区 庄
的×拿无骨酸菜鱼，店员在
工作期间都戴了口罩；位于
青龙坊的私町×食堂外带
寿司和位于棠下村的×鲜
外带寿司，店员在工作期间
戴了手套，但没有戴口罩；
位于石牌村的×无霸烧腊，
店员工作时戴了发网，没有
戴口罩和手套；而位于石牌
桥附近的×沙拉和位于黄
花岗的×走鸭铁板火焰鸭，
店员全程没有戴手套、口罩
和发网。

纯外卖模式隔绝了商
家与消费者的直接接触，也
弱化了他们时刻保持卫生
整洁的自觉。4 月 9 日到
12 日，记者还对东风西路
星选闪电厨房、区庄大丰窝
联合厨房及石牌村内外卖
厨房店共计48个商家进行
了摸查，统计发现，48个商
家共计111个店员中仅有6
人戴了口罩，2 人戴了手
套，19 人穿围裙，3 人戴发
网，另有22人戴了鸭舌帽。

除了不按规定戴口罩、
手套外，个别店内员工的卫
生习惯也让人一言难尽。
在记者隐蔽拍摄的视频中，
大厨师光着膀子炒菜、一边
口水四溅说话一边斩熟食
的场景不一而足。

登上了美团外卖 APP
“珠江新城轻食沙拉热销
榜”的×沙拉，主打餐品是
沙拉和三明治。“兼职”第一
天，店员B姐负责教记者包
三明治，但她既没有要求记
者先洗手，也没有要求戴口
罩、发网，甚至在记者中途
声称要去旁边的公共厕所，
回来后继续做三明治，她也
并未过问是否洗了手。

石牌村的×无霸烧腊，
环卫工人谢姐下班后直接
过来做兼职，在没有洗手也
不戴手套的情况下将两个
大铁盘的鸡肉全部撕下；区
庄的×拿无骨酸菜鱼，万姓
老板时常要拿起手机处理
订单，但放下手机后不洗手
也没戴手套，徒手抓起红薯
粉条和豆芽等菜放到打包
餐盒里；而棠下村的×鲜外
带寿司店里，店员们不戴口
罩不戴发网，还叼着根烟做
寿司。

外卖厨房，
佩戴口罩是另类

堂食餐厅，
口罩已经是标配

记者
观察

卧底
日记

我今天去卧底的外卖厨
房是位于区庄的“X 拿无骨酸
菜鱼”，在美团外卖APP上，它
月销量为 8099 份，还登上了

“越秀区川菜热销榜”。
这家厨房的核心组成人

员是来自湖北的一家人，包
括姓万的老板、眼镜小哥、高
个子小哥和被他们称为“舅
妈”的大妈。

分工是一条完整的流水
线：高个子小哥先把腌制好
的鱼片放入热水中烫熟，眼
镜小哥和万老板根据订单要
求，在鱼片上放上红薯粉条、
豆芽、豆皮等配菜，再在上面
淋上一大勺汤汁。然后轮到

我把餐盒的盖子盖好，包上
保鲜膜，再把餐盒递给左手
边的大妈，她把酸菜鱼和米
饭、餐具打包到塑料袋里。

虽然在外卖平台上称其
承诺与追求是“环境卫生”，
但这家店实际环境与这四个
字 相 去 甚 远 。 地 板 十 分 油
腻，为了防滑，他们在通道上
铺了一层纸板。

酸菜是这家店用量最大
的原料。这些酸菜都是直接
从商家订购的成品，被装在几
个 半 米 多 高 的 白 色 塑 料 桶
里。需要取用酸菜时，万老板
会徒手把酸菜从桶里抓出来，
放到一个直径与白桶差不多

大的篮子里，再用手将酸菜上
多余的汁水挤回桶里。他全
程都没有戴手套。根据我 4
天的连续观察，他也没有清洗
过这个篮子，篮子和酸菜桶正
好放在下水道上方。

这几天的隐蔽拍摄过程
总体还算顺利，但也有惊险
的时候。第一天我把手机放
在 裤 兜 里 ，露 出 摄 像 头 拍
摄。站在旁边的大妈弯腰捡
东西，起身时瞟了一眼我的
手机，满脸笑容地和我聊天，
她的表情和语气有种让人说
不出的不舒服。后来，万老
板第四天就把我开除了，他
们大概还是不信任我。

这 次 卧 底 的 店 苍 蝇 乱
飞，地上很脏。会飞的蟑螂，
看见好几次。包餐具的桌子
上总是有蟑螂爬行。我早上
进来，还没包几个餐具，扶手
上的大蟑螂就吓了我一跳，
我站起来蟑螂飞走了。装餐
具包的盒子里，老板端起来
一窝小蟑螂。

店里面有六个大汉，他
们一边听歌一边做寿司。有
个订单一直没出，骑手不高
兴吵了两句，管财务的二老

板直接就骂开了，店里面的
人也出来了，特别凶。要是
我卧底被发现了该怎么办？

包餐具的工作很机械很
无聊。有时候我觉得这个场
景很滑稽，店里做寿司的师
傅们不戴发网、不戴口罩，来
取外卖的骑手也很多没有戴
口罩，反倒是我一个包餐具
的老老实实戴着口罩。

店里有一个比我早一天
进来的男生，他的工作是做寿
司。他说自己15岁从武汉旁

边的某个县来到广州，之前在
商场做堂食，因为和老板不和
辞职。据他说，堂食店会要求
戴帽子戴口罩，统一服装。

蟑 螂 出 现 得 越 来 越 频
繁，大的小的，救命，我包餐
具的桌子上少说四五只，这
些餐具会被哪些人用去吃饭
呢？但是店里面大家都习以
为常，也许这也是他们不吃
自己店里寿司的原因吧。

我已经忍受到极限了，
我太怕蟑螂了。

今天是在这家店卧底的
第一天，因为起床时磨磨蹭
蹭，赶到店时已经迟到了五
分钟。万幸，我赶到的时候
老板还没到。

老板姓何，她给我安排
的第一项工作是切花菜，但
切菜前她并未让我洗手或戴
手套。她说，这个季节花菜
容易长虫子，切菜时要注意
把虫子挑出来，“客人吃到的
话很容易给差评”。

何老板所言不虚。我每
切几刀，就会在花菜的根茎
中间看到一两条绿色的小菜
虫，这样切了五六颗花菜，我
看到的菜虫不下数十条。

切菜的操作台右边是冰
箱。我切菜时看到冰箱门右
下角的缝隙中流出了一些粉
红色液体，染红了一小块地

面。直到店员阿钱打
开冰箱，我才看清原

来是鸭肉的血水。
这些整只进货的鸭子被

拔干净了毛、砍去头和屁股、
掏空内脏，没有任何包装地
直接堆放在冰箱里。血水在
鸭肉之间流淌淤积，把冰箱
内部染成了一片红色。

何老板似乎并不觉得这
样存放鸭肉有什么不妥。看
到从冰箱里流到地面的血水
时，她只是用扫把把这些血
水扫进簸箕。

阿钱把鸭子从冰箱里拿
出来，串上烤架，再挂到烤炉
里面烤。早上 8 点进店时，
我就看到这些烤架堆放在一
个大盆里，上面还残留着褐

色的烤鸭肉。大概 11 点多，
阿钱把鸭子串上烤架时，直
接把这批烤架拿去用了，显
然这家店是不打算把用过的
烤架清洗一次的。

苍蝇应该是这家店里数
量最多的活物。我切菜时，
有两只苍蝇一直在我身边
飞，其中一只停留在我的衣
袖上，我怎么赶也赶不走它，
还有一只苍蝇停留在米饭
上。我的奶茶吸管上也
停着一只苍蝇，
书 包 和 雨
伞 上
也有。

时间：2021年3月17日—20日 地点：区庄 X拿无骨酸菜鱼

有一次隐蔽拍摄，好像被发现了

时间：2021年4月3日—5日 地点：棠下 X鲜外带寿司

救命！店里有好多蟑螂

时间：2021年4月8日 地点：黄花岗 X走鸭铁板火焰鸭

菜虫、烤鸭和积满血水的冰箱

2021年4月20日/星期二/ 要闻编辑部主编
责编赵鹏 / 美编 李金宝 / 校对 朱晓明 A4记者 外卖厨房暗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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