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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暗访发现惊人一幕：
乡村脏乱出租屋竟成冻品加工点

3 月 4日中午，现代快报记
者注意到，在大甘里8号一家出
租房里，有人正围着一张桌子在
忙碌。经过询问记者得知，他们
是在加工鱼类烤串。

三名女子围坐在方桌旁，正
低头串着鱼串，桌子上和地上的
包装纸箱里，堆满了鱼干、竹签
和串好的鱼串。

问到健康证，几个人一脸茫
然；问到有没有营业执照，现场
也无人回应。一名女子承认没
有健康证，并说自己刚来这里第
一天。另外一名女子正端着碗
坐在“工位”上喝面疙瘩，一起工
作的这几个人都没戴口罩。

现场堆满了半成品，还有很

多纸箱纸板，有鱼干掉落在地
上，还有几只小狗在屋里跑来跑
去。据了解，她们加工的是一种
进口的多味鱼干。

记者了解到，在天环市场，
一箱30斤装的进口多味鱼干价
格是690元，每斤价格是23元。
而记者在网上查询，散装的多味
鱼干，没有串成串的，价格一般
是半斤装为 35~45 元。网上也
有串好的多味鱼干烤串销售，价
格相比散装的还要稍贵。

记者在2月28日和3月4日
两次探访中，都看到这里在加工
多味鱼干烤串。那么，其加工的
烤串是否已经流入市场，对于消
费者来说，这样加工出来的食品

符合卫生要求吗？
随后，记者又来到附近另一

家民房出租屋，看起来这儿像是
一个快递点。里面的中年男子
一开始称自己已不干快递了，但
一转眼，记者发现靠墙边桌子上
有一箱打开的多味鱼干，而且已
经开始化冻了。他说自己是要直
接发走的，但现场有大量随意散
放的竹签和“精品多味鱼串”的
包装盒。而且堆放相关物品的
地方，距室内卫生间只有几米。

记者问对方是否有营业执
照时，他称自己在谷里工业园里
有冷库，也办有执照，在这里没
有搞经营，不需要执照。问起健
康证，他也是拿不出来。

现代快报讯（记者 徐梦
云）“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消
费环境优 获得感强 愿消费！”3
月 12 日，不少市民路过鼓楼广
场，抬头就会被大屏上的宣传
语吸引。一年一度的“3·15”国
际消费者权益日即将到来，3月
12 日—15 日，现代快报联合江
苏省消保委，围绕“激发消费活
力”消费维权年主题，开展宣
传，维护消费者权益。

市民李女士告诉记者，看
到宣传语很暖心，“江苏真的在
很用心地保护每一名消费者，
我们自己也要学会维权，保存
相关消费凭证和记录。”

王先生也表示，消费问题
其实就在身边，“我们的生活离
不开消费，遇到问题如果能有
公信力的平台帮我们维权解
决，会让我们很省心。用大屏
宣传的方式告知消费者如何维
权，很贴心。”

现代快报已于 2 月 22 日启
动3·15线索维权征集活动，目前
已收到不少消费者的投诉内容，
现代快报记者正在积极跟进报
道，帮助消费者维权，如您有相
关投诉线索，请与我们联系。

“现代+”3·15消费维权
最高1万元征集线索

又是一年“3·15国际消费者
权益保护日”，在买买买的过程
中你踩到了什么坑？有什么想
吐槽的？你的消费权益，我们来
帮你守护！2月22日起，现代快
报推出“消费维权找‘现代+’快
快帮”征集活动，向广大消费者
征集各类消费维权线索。

你在日常消费中遇到的各
种维权难题，都可以通过现代+
APP 告诉我们，现代快报记者
将调查追踪，并向有关部门反
映。根据线索价值，一经采用，
奖金1000元起步，最高1万元。

爆料入口：
下载现代+APP，进入“快

快帮”栏目，点击“帮办”里的
“联系我们”按钮，按步骤进行
爆料并提交；也可直接点击“热
线96060”进行电话爆料。

在南京江宁银杏湖大道168号天环冷冻批发市场东大门附近，有很多个小村庄。靠着市
场旺盛的人气，村子里出现了很多类似冷冻品经营部和发货点的场所。

近日，现代快报记者来到这里，发现每天有大量人员在村子里运进运出冷冻食品、打包
寄递，也有人给整箱整包的冷冻食品开封进行二次加工。记者调查发现，部分加工者没有健
康证，现场环境设施等也明显不符合相关食品加工流通的要求。

实习生 肖佳豪 陈思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孙玉春 文/摄

很多出租民房变成了电商发货点

部分加工者没有健康证，环境比较脏乱

记者调查

2 月 28日和 3月 4日，现代
快报记者两次前往江宁谷里街道
向阳社区，正对着天环市场东大
门的大甘里组比较大，记者发现
这里的零散冷冻食品发货点最
多。粗略数了一下，有十几家。

没有门头店招、没有张贴营
业执照、码得高高的泡沫箱占据
了大半空间……记者发现，这些
门面基本上不做零售生意，更像
是小的快递中转点。屋子里随处
可见胶带、打包机等设备。

村里的道路不宽，除少量汽
车外，进进出出不停忙碌的主要
是电动自行车。

记者在靠里的一家门面探
访，一名正在搬运泡沫箱的男子
说，他就是做冻品电商的。装货
的三轮车上有猪蹄、速冻荠菜
馅，还有蚕豆瓣、毛豆仁等豆类
冻品，他的同伴则忙着打包。记
者问其是否要对冻品进行分装
加工，男子称，他都是整箱来整
箱去，只是在这个出租屋用泡沫
箱打个包，起到在快递运输过程
中保鲜防化冻的作用。问其是

否有营业执照，男子说，他们在
淘宝上有网店，网店是办理了营
业执照的，现场这里没有办。

沿着村里的主要进出道路，
记者注意到类似的场所有不
少。据知情人称，春节前这里更
为忙碌。

在向阳社区小圩子组一家
同样租用民房的发货点，经营者
自称来自安徽。他们正在忙着
包装冷冻猪蹄，从桌上摆放的发
货单看，有浙江、广东等很多外
地客户。据他们介绍，整箱的猪
蹄是从旁边的天环冻品批发市
场买进的，他们也持有网店的营

业执照，现场做的就是打包。他
们把整盒的猪蹄拆掉外包装纸
盒后，装进泡沫箱里，再重新封
上胶带，粘上收货人信息，并插
上一张“冷冻品”的卡片，提示快
递小哥优先发送。

可以看到，由于没有外包装
纸盒，重新包装的产品是不包含
生产日期等信息的。据商户介
绍，目前生意比较淡，一天也就
三十多件。在安全上，他们没出
过问题，除了用保温泡沫箱，里
面还要根据路程远近放置一定
数量的冰袋。“路上近的一两天，
远的三四天，不会化冻。”

江苏省消保委
联合现代快报
提醒消费者
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扫码看视频

一处电商发货点门口杂乱堆放着包装盒 在大甘里，一出租屋内堆放着冻品和包装盒，距离厕所也很近

加工多味鱼串的地方，卫生状况较差 随意放置的多味鱼干已开始化冻

营业执照为网店执照的，租
用民房给冻品打包、发货等行为
是否合法合规？

江宁区市场监管局相关工作
人员表示，根据国市监注〔2018〕
236 号“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做好
电子商务经营者登记工作的意
见”第四条规定，以网络经营场所
作为经营场所登记的个体工商
户，仅可通过互联网开展经营活
动，不得擅自改变其住宅房屋用
途用于从事线下生产经营活动并
应作出相关承诺。

工作人员表示，在出租民房
里打包，也属于生产经营活动，违
反了仅可通过互联网开展经营活
动的规定。网店经营者如果是经
营实体货物的，应该通过订单式
发货，从正规的中转仓库直接下
单发货，不宜在民房出租屋中转。

此外，《江苏省食品小作坊和
食品摊贩管理条例》中规定：食品
小作坊实行登记管理。食品小作
坊从事食品生产加工活动，应当依
法取得营业执照，并向所在地县级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申请食品小作
坊登记证。申领登记证应当符合
下列要求：具有与生产加工的食品
品种、规模相适应的固定场所和设
备、设施；具有合理的设备布局和
工艺流程；具有食品安全管理人
员和保证食品安全的管理制度。

同时，按照该条例，食品小作
坊中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工作
的从业人员应每年进行健康检
查，持有有效健康证明；待加工食
品与直接入口食品、原料与成品
分开存放，防止交叉污染；生产加
工场所不得存放有毒、有害物品
及个人生活物品等。

对于江宁谷里街道向阳社区
的冷冻食品加工、经营的无序现
状，管理部门将如何核查处理？
现代快报将继续关注。

互联网商户不能
利用住宅从事线下
生产经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