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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安庆天气情况：

8月17日，26-35℃，
晴；8月18日，26-35℃，
晴。

本报讯（记者 程呈）熬过了
初伏和中伏，上周六，终于来到了
末伏天，不少市民都非常关心，末
伏后伏天开始进入倒计时，高温
是否会“偃旗息鼓”，威力逐渐降
低？实际上，大家都熟知民间有

“秋老虎”这个说法，其实秋老虎
指的就是末伏。虽然末伏在立秋
后，但是进入“末伏”，温度并不会
立即下降，根据往年的经验，还会
持续高热一段时间，最后一伏的

“火力”，依然不可小觑。持续高温
热浪翻滚，让人们每天都有上“烤
架”的感觉。

据我市气象部门预告，今日
依然天气晴朗，高温持续，最低气
温 26℃，最高气温高达 35℃。高
温炎热将全天候在线，市民外出
买菜、上班可以选择提早出门，稍
稍躲避高温和烈日的暴击，并将
防暑降温放在首位，尽量避开午
后高温时段外出，同时要多喝水，
多吃水果蔬菜，晚上保持充足的
睡眠，以防引起身体不适而影响
学习和工作。

今年由于遭遇了最长“梅雨
季”，初伏和中伏并没有明显的
盛夏痕迹。不过出梅后，高温没
有给大家喘息的机会，铆足了劲
儿追赶之前拖欠的高温。一眼望
过去本周的天气预报，34℃、
35℃的数字表明晴热高温天气
仍是本周天气主旋律，雨水继
续“藏着”不现身，空调、西
瓜、防晒霜、遮阳伞继续发挥大
用场。

进入末伏后，“秋老虎”颇凶。
由于暑热最易伤心，热扰心神，人
常表现出心烦不宁，坐卧不安，思
绪杂乱。此时应有意识避开这种
不良情绪的干扰，保持精神愉快，
心情舒畅。饮食应以滋阴清热、润
燥健脾为主，可多吃一些清热、健
脾、润燥的食物，如冬瓜、萝卜、苹
果、梨、香蕉、柠檬等。

高温烧烤
仍是天气主旋律

□ 记者 唐飞

近年来，随着外卖餐饮持续快
速发展，网络订餐已经成为很多市
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种消费
方式。但与此同时，由于外卖餐饮
链条长、环节多，也存在不少食品
安全风险隐患，尤其是配送过程中
的食品污染问题，成为监管部门和
广大市民的难点和痛点。今年 3
月，我市在推进餐饮行业复工复
产时，有关部门曾牵头推广餐饮
外 卖 商 家 使 用 “ 食 品 安 全 封
签”，旨在规范配送行为，让广大
消费者对网络订餐食品更加放心。
那么，我市经营外卖业务的商家现
在使用“食品安全封签”的情况
如何？8 月 12 日，记者对商家、
外卖骑手、消费者等不同群体进
行了探访。

多为大型连锁餐饮使用

“食品安全封签”简称“食安封
签”，是为了保障外卖的食品安全，
而给包装进行密封处理的一道标
签。由于采用特殊材料制作，一旦
撕开便会损毁，无法重复使用，可降
低运输过程中二次污染、人为污染

的可能性。消费者收到外卖时如果
看到封签损坏可以拒收，并向相关
平台投诉索赔。

8 月 12 日上午，记者走访了我
市部分经营外卖业务的商家，发现
除了像肯德基、麦当劳等大型连锁
餐饮企业外，绝大多数商家的送餐
外卖并未使用“食安封签”。

安庆七街一家烧烤店负责人黄
旭东告诉记者，该店外卖业务占营
业额比重较大，但没有使用“食安封
签”的原因是，相关部门没有强制要
求，同时也考虑到费用成本。“外卖
生意利润较低，如果使用封签，不光
要考虑封签的印制成本，还有人工
粘贴的时间成本。”

天柱山西路一家肯德基餐厅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早在几年前
就开始使用“食安封签”了，“店内外
卖使用的封签，都是由总部统一设
计和印刷的。送到顾客手中的封签
如果损坏的话，可能就是运送过程
中出现了问题，这样接到投诉的话，
能更好地做出判断和处理。”

有助厘清商户、骑手责任

采访中，不少市民仍对“食安封
签”一知半解，但在了解其用途后，
均表示支持商家使用“食安封签”。

在一家民营企业工作的“90”后
小伙徐忠辉表示，外卖使用封签，
至少能给消费者多一份安心，“平
时午饭都是和同事一起叫外卖解
决，但确实很少看到使用封签的，
有些谨慎的商家，会用订书机钉一

下封口。”
市民刘延表示，有些需求是要

引导的，“像封签如果商家都使用
的话，一旦消费者遇到没有贴的
就会警醒，食品的安全也就多一
份保障。”

对于外卖封签，许多外卖骑手
也十分欢迎。某外卖平台骑手吴刚
表示：“‘食安封签’既是保护消费
者，也是保护我们骑手。对于兢兢
业业送餐的人来说，‘食安封签’有
助于明确商户和外卖骑手之间的
责任划分。”

尚未入法并非强制

对此，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
服务安全监管科吕怒涛表示，今年
3月，在推进餐饮行业复工复产时，
该局曾牵头推广餐饮外卖商家使
用“食安封签”，当时封签主要由一
些连锁餐饮企业自制或者外卖平
台提供。

既然“食安封签”广受欢迎，为
何后来没有在全市范围内强制执
行？吕怒涛介绍，目前尚无一部食
品安全的法律法规或标准提及“食
安封签”问题。“对于企业和商户来
说，只有‘食安封签’入法，并建立相
关标准、操作细则，明确费用承担主
体，‘食安封签’的投放和使用才会
有指导性和强制性。”

吕怒涛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一直在倡导商家使用“食安封签”，

“具体的操作细则目前仍在研究当
中，下一步再落实。”

你点的外卖有“食安封签”吗？
推广近五个月还有很多人不知晓

□ 记者 杨宏伟 文/图

8月13日，市民李银莲向《安庆
晚报》反映，她当天上午经过迎江区
进士第街西段时，看见有不少摊贩
在一排楼栋前摆摊设点，而头顶上
方的外墙面正处在施工阶段。摊贩
在此经营，存在着较大的安全隐患。

李银莲告诉记者，当日上午8时
许，她到大南门办事，从进士第街西
段经过时，发现该街道“惠康超市”
旁一栋楼房正在进行外墙面改造。
这排楼栋的墙面上安装了防护网和
脚手架。“让人感到吃惊的是，防护
网内的脚手架下竟然还有不少流动
摊贩摆摊设点。万一墙面掉下石块，
后果不堪设想。”

接到李银莲的反映后，记者随即
来到现场。从建设路进入进士第街，
记者发现离“惠康超市”不远的一排
楼栋正在进行外墙改造。此时正有10
多名流动摊贩坐在防护网内的脚手
架下经营，有卖菜的，也有卖鱼虾的，
不时有市民前来购买，讨价还价。

“在此卖菜，不觉得危险吗？”对
于记者的提问，一名卖冬瓜的摊贩
回答：“我们清早就来了，9点钟就离

开。不会这么巧，(石块）砸下来吧？”
一名卖蔬菜的摊贩说，他们这几

天都在这里卖菜，也没有遇到危险。
“在此卖菜的危险，来此买菜的

也很危险。大南门王府菜市场离这
里不远，摊贩们为何不到菜市场经
营呢？”正从此经过的市民王春霞
说：“我不会在这里买菜的。”

采访中，市民张利民告诉记者，
每天从这里经过，我都为这些摊贩

捏了一把汗。希望摊贩们不要冒险
做生意，同时也希望有关部门重视
这一现象，让摊贩远离危险区，让买
卖双方的安全得到保障。

记者随后与辖区钱牌楼社居委
李宝琴主任取得了联系。李主任表
示，将派人到现场做摊贩的工作，劝
导他们离开。

8月15日上午，记者再次来到进
士第街，没有看到摊贩在此经营了。

头“顶”脚手架摆摊 危险！

摊贩坐在脚手架下，安全令人担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