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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老人人给给她她让让座座,,她她却却占占座座给给别别人人
两个年轻人心安理得，老太太只能站一边

文/片 本报记者 王皇
实习生 田黎明

历城市中已摸查

32家无证外卖店

本报3月19日C02、C03版报
道了泉城新时代广场小吃街、诚
基中心内，多家店铺面积狭小主
要靠网络外卖赚钱，露天经营，
证照名称不符，仅有食品流通许
可证却经营餐饮，卫生状况差等
情况。当时已有一家店铺称登不
上饿了么网站，不过其他店铺仍
可在外卖网站上订餐。

22日，记者又到和平路泉
城新时代商业广场小吃街，发
现有3家小吃店从上午至下午
处于关门状态，其中一家辣子
鸡店门上还贴了出租转让的告
示。不过，这条街大部分小吃店
正常营业，还在向外送餐。

17日，济南市食药监局发
布通知要求各区县食药监局、
高新区市场监管局对辖区内外
卖平台上的餐饮单位进行摸底
检查。22日，济南市食药监局公
布截至目前，济南全市已摸底
检查入网餐饮单位611家，针对
发现的问题，已依法予以查处。
历城区食药监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截至21日，已在外卖平台摸
底出182家餐饮单位，监管人员
已实地检查34家，检查还在继
续。其中7家在检查时已不营
业，有四五家地址信息不详细，
无法找到。10家无证经营。市中
区食药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已摸底到170多家提供网络外
卖的餐饮单位，约22家无证经
营，其中部分店铺证件过期。

对无证经营店铺，食药部
门要求暂停实体店和线上经
营，提交资料，证照齐全才能恢
复营业。对部分因产权无法改
为商用房的店铺，无法办理许
可证，只能先达到卫生要求后

登记备案。

网上公示许可证

商家平台不主动

17日，济南市食药监局下
发《关于加强网络订餐食品安
全监管的通知》。其中规定，从
事网络订餐服务的食品经营者
应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或
餐饮服务许可证，从事网络订
餐服务的食品经营者应在网站
首页或经营活动主页面醒目位
置公示许可证照等，第三方平
台应在网站醒目位置公示从事
网络订餐服务的食品经营者的
许可证照等。

5天过去了，饿了么外卖、
美团外卖、百度外卖等平台上，
济南的餐饮商户大部分未在页
面公示许可证照。饿了么外卖
上，有店铺已公示后厨、大堂等
照片，但不少店铺只有地址并
无照片，大部分店铺未上传餐
饮服务许可证。美团外卖、百度
外卖上，大部分店铺无照片和
证件信息。山大路上一饿了么
平台商家说，此前收到业务员
的短信，要求店铺做好店内卫
生，并在19日前上传店铺、后
厨、大堂照片，否则就要下线。
但业务员并未表示要上传许可
证照片。

22日，百度外卖、美团外
卖、饿了么外卖公关人员均表
示，并不知道有此要求，不过证
照公示需要一个过程。既需要与
政府部门互通信息，又要对程序
进行更新。三大外卖均无法给出
公示证照明确时间。百度外卖表
示，目前已与上海食药监局进行
数据对接，全面介入食品安全监
督公示信息，不过，推向全国还
需时间。三大平台都表示，对平
台的商家审核很严格，后台已多
次审核过平台许可证。但对为何
不能直接进行公示，有平台表
示，编程需要时间。

食药局摸查线下 部分餐馆已关门

公公示示许许可可证证？？
外外卖卖三三平平台台都都说说不不知知道道

22日，距央视3·15晚会曝光网络问题外卖过去1周，距本地
食药监管部门《关于加强网络订餐食品安全监管的通知》过去
5天。目前，济南市食药监局已展开线下监管摸底，而各平台督
促经营者公示证照信息却并不积极。

22日，泉城新时代商业广场小吃街有至少3家店铺未开门营业。

追踪报道

公交车上给老人让座，这个话题讨论过很多次，也出现过网友正方反方大辩论。有年轻人指
责老人倚老卖老，把让座当成理所应当，甚至提出这是一种道德绑架。还有年轻人道出心声，“虽
然我年轻，但工作一天下来，确实累得够呛，腿都发软了，有时不是不想让，确实累啊！”

郭女士却不这样认为，“尊老爱幼毕竟是一种传统美德，如果公交车上的老人是自己的父母
或是爷爷奶奶，忍心看着他们在车上摇摇晃晃的样子吗？不能因为年轻人工作累，就放弃让座，
这并不是借口。”

99路公交车司机宗成雷驾驶公交车已经有10年多了，在宗成雷看来，济南公交车上让座的大
风气还是比较好的。“通常情况下，如果有需要让座的乘客上车，我们首先会按下提示键，在车厢
里广播，提醒乘客给有需要的乘客让座。如果实在没人让座，驾驶员也会就近提醒乘客，给老人
让个座。”

尽管大风气是好的，但是总免不了会出现一些乘客不想让座的情况。“现在看来，30岁到40岁
的乘客，可能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更多，更愿意给有需要的人让座，反而是一些20岁出头的年轻人，
在这方面做得稍稍有些欠缺。”

郭女士说：“现在有些年轻人就装着看不见，尤其是旁边还站着人的时候，就假装窗外风景
很好，或正拿着手机玩得嗨，跟选择性失明一样。”在郭女士看来，“让不让”不该打问号，更不该
犹疑。

““让让不不让让””老老人人，，不不该该打打问问号号

■记者手记

白发苍苍的老人站着40分钟无人让座，好心老太太为抱孩子的妇女让座后，尴尬
地发现，有了空座,被让座的妇女也不愿意让她坐。这两件事，不禁让人心寒。公交车上
为老人让座，本就是美德的表现，不该让“让座”变迟疑，让美德沉睡。

本报记者 张玉岩 本报见习记者 郭立伟

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
在公交车上颤颤巍巍站了
40分钟，却没一个人为她让
座。目睹这一幕的郭女士颇
为辛酸。

22日下午5点左右，市民
郭 女 士 在 省 图 书 馆 坐 上
BRT5路公交车。正值下班高
峰期，公交车上十分拥挤，车
前行得很慢。郭女士好不容
易在车上找了个立脚的地
儿，往右一扭头的工夫，看到
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年龄

在七旬左右，右手握着一个
拖车，左手费力地去抓着公
交车的扶手，每一次停车，老
人的身体就摇晃一次，右手
处的拖车也跟着往前滑动。

在老人和扶手之间，还
隔着一个高出老人一头的
女士，老人抓扶更加困难。
车内靠窗的座位上，清一色
是40岁以下的年轻人，离老
人最近的小伙子应该是20
岁左右。大家齐刷刷地把头
转向窗外，一副全然没看见

的样子。从省图书馆到历下
广场，中间走了7站路，车程
40分钟，竟然没有一个人给
老人让座。

郭女士是朝八晚五的
上班族，每天来回在公交车
上的时间长达3个小时，见
到各种不给老人让座的情
况。“一般年轻人都是低头
看手机或头扭向窗外，装作
没看见的样子，肯定心里也
觉得不对，但就是不付诸行
动，站起来让个座。”

白发老人站了40分钟，没人给让座

如果说白发苍苍的老
人在公交车上整整站了40
分钟，无人让座，让人觉得
辛酸。那么在2路公交上发
生的一幕，就让人心寒了。

市民陈先生在经十路
历山路乘坐2路公交车，与
陈先生一同上车的，还有一
位抱孩子的年轻妈妈，看上
去年纪也就三十岁左右。当
时车上人多，那位女士抱着
孩子站不稳，特勤就呼吁
道：“有没有人给这位抱孩
子的女士让个座？”结果车

上无人响应。
“最后竟然是一位五十

多岁的老人站了出来。”陈
先生说，“这位老太太能站
出来给年轻人让座，本身已
经挺令我惊讶和感动了。”

不过，随后发生的事
情，却让陈先生颇为心寒。
老太太让座之后，抱孩子的
妇女没有丝毫表示，心安理
得地坐在座位上，连一句

“谢谢”都没有。
公交车走了一站地后，

该妇女身后的座位空了出

来，只见那妇女赶紧扭过头
去伸手护住了座位。“当时
我还以为是给老太太占的
座位，没想到她又招呼了自
己的同伴过来。”陈先生看
到，本想在空座位上坐下的
老太太尴尬地又站了起来，
嘴里还说着：“你坐吧，你坐
吧”。

过了两三站后，陈先生
下车，在这期间，两位年轻
的女子都心安理得地坐在
座位上，老太太只能站在一
边。

老人让了座，受助者却占座给同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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