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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韩丹东

□ 本报实习生 王意天

  “大家还想看我放多少包酱料？尽管提，不论放多

少包，我都全部吃掉。”近日，某短视频平台上一位女主

播为了给火鸡面带货，在一次性泡了5块面饼后，又“失

控”般地不停往里面加酱料包。平常一整袋就让人难以

忍受的辣味酱料，该主播连续加了30袋，后又加了一大

勺辣椒油和6个煎蛋。

  “这一般人可是吃不下，更何况你还要吃5份的量。

我觉得你不行。”视频中一位男主播挑衅道。

  “你就看我能不能把它都‘造’了！”女主播大喊道。

但到了真“吃”的环节，女主播仅吃了2个煎蛋和几口

面，视频就匆匆结束了。

  评论中，有网友质疑：本来1包酱料就够辣的面条，她

放那么多包，不可能吃得下去，岂不是把食物都浪费了？！

  类似的直播或短视频，目前在视频平台上并不少见。

《法治日报》记者近日观看30多场相关直播、200多条短视

频后发现，此类视频大多以异常夸张的方式吸引网友点

击进入并持续观看，但往往在直播结束时会剩下满桌菜

品，许多菜品甚至几乎没动，有些只被吃了一口。还有一

些主播“别出心裁”，他们选择自己烹饪，却把心思放在荒

诞怪异的烹饪方式上，不管菜品味道如何、能不能吃，只

要足够博人眼球获得流量就达到了目的。

  吃播视频中存在多少浪费现象，又该如何规范这

一问题？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采访。

吃播探店浪费严重

一桌子菜没吃几口

  记者在多个短视频平台发现，有不少主播为了引流，

美其名曰“探店”。这些视频中，主播享用着满桌美食，看着

不但色香味俱全，而且菜量十分可观。不少用户在评论区

留言“这么多菜吃得完吗？”“菜量这么大我也想去尝尝。”

  “张喜喜”是一位探店博主。在她发布的视频中，经

常可以看到她前往重油重口味的餐厅探店。

  一期视频中，她探店一家冒菜馆，一旁的老板明确说

他们家的辣椒非常辣，且多次劝阻主播往菜里添加辣椒。

她却充耳不闻，对老板说自己吃辣很厉害，要吃最辣的。

  在选购了大量食品后，一盆红彤彤的冒菜端了上

来，上面覆盖着一层厚厚的辣椒油和辣椒面儿，根本看

不见下面的菜。吃饭时，主播的手上一直端着一碗米

饭。每次食用冒菜时，主播都会先将冒菜夹到碗里的米

饭上“过油”，然后才会放进嘴里。

  在视频结束时，米饭上呈现出一层厚厚的油状物，颜

色已变成红色。直到最后，主播也没怎么动这碗米饭。

  网友们看到这段视频后纷纷提出质疑，认为主播

用米饭吸辣椒油，又不吃米饭，菜还剩了很多，完全是

在浪费粮食。“不能吃辣，咱就实事求是，为什么还要装

能吃辣？”“你看看那碗米饭吧，上面红彤彤的，都是油，

还变颜色了。这样的米饭你吃得下去吗？”

  吃播浪费粮食的现象早已屡见不鲜。早前，主播“孙狗

子和刘老虎”误发了一段无剪辑吃播视频：吃油条只嚼不

咽，嚼完吐到碗里。该行为一度引发网友热议。

  许多“大胃王”主播之前都采用反复“吐”和“吃”的

办法，将一大桌食物消灭，然后剪切掉“吐”的部分，最

终剪辑成一篇“大胃王”的吃播视频。

  吃播博主“安子”向记者透露，主播除了依靠剪辑

之外，还要掌握咀嚼技巧。他拿起一枚鸡蛋演示，只见

他将鸡蛋直接塞入口中，不停咀嚼，一副享受美食的样

子，十几秒后他的喉咙处吞咽了一下，接着拿起另一枚

鸡蛋塞入嘴里，看似大快朵颐。

  “你觉得我咽下去了吗？”安子张开嘴，记者以为咽

下去的鸡蛋，却藏在他舌头下面。安子说，这样的吃播

技巧需要长时间练习，不然容易呕吐，配合后期剪辑，

一桌子菜很快就能被一扫而空。

  “安子”将吃播技巧制作成视频上传到短视频平

台，很快就收获了上万点赞量。评论区有观众留言“原

来吃播是这样的”“假吃不也是浪费食物吗？”

  有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原先“大胃王”很多，主播将

所有菜品摆在桌子上，恨不得垒成小山，一顿狼吞虎

咽。现在官方明令禁止铺张浪费，“大胃王”们纷纷改行

探店，一个接一个上了一桌子菜，实际上很多主播根本

没吃几口，浪费现象依然大量存在。

  来自天津的张明（化名）是一名餐饮运营人员，接

待过多次主播探店。他告诉记者，探店达人来店里吃东

西是为了拍视频，不是真为了吃，每次拍完视频，往往

菜早就凉透了，倒掉很常见。

  对此，湖南长沙的孙先生深有同感。孙先生是一位在

第三方平台上好评如潮的饭店老板，他的饭店常有探店

主播到访，有时是团队，有时是个人，几乎所有主播都会

将菜单中的大多数菜点一遍，等到上齐后开始品尝。

  “主播测评，一样菜也就吃一两口，最后打包带走

的很少，经常浪费一桌子菜。”孙先生颇为心痛地说，

“为了宣传推广，大主播来探店，我们都是免单的”。

  一位叫“肉肉”的网友发文吐槽说，自己在一家餐

厅吃饭，隔壁桌是一个探店团队，打光、摄影机等设备

一应俱全。上菜期间闪光灯一直没有停过，主播对菜品

逐一点评，象征性地动动筷子。直到团队走后她才发

现，一桌烤肉和小菜基本没动，全部浪费掉了。

  说到浪费问题，探店博主“月”则有自己的“苦衷”。

她告诉记者，自己每天被安排探店五六家，每家都要测

评特色菜或套餐，往往是一个人面对一大桌菜，“时间

特别紧张，还要赶下一家，而且自己饭量有限，真吃不

下那么多，有时候吃多了半夜起床呕吐。”

  “有些店家也不让主播将食物打包带走，理由是这

些食物是店家免费提供的。”被问到为什么不打包食物

时，“月”这样回答。

  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曾发文提醒，网络主播在提供网

络表演及视听节目服务过程中，不得出现铺张浪费粮食，

展示假吃、暴饮暴食或其他易造成不良饮食消费、食物浪

费示范的内容，此类行为已涉嫌违反反食品浪费法。

另类吃播博人眼球

糟蹋食物败坏风气

  油焖大虾、茄汁大虾、椒盐大虾……大虾有很多种

成为美食的做法。而在短视频平台，记者看到这样一则

视频，女主播用瓜子壳、花生壳炒大虾。

  这是网名为“花花（薯家）”的主播4月5日发

布的一则视频，女主播扮演的“女仆”穿着奇怪

的装扮进入画面：“诶呀，回来了少爷，今天晚

上想吃点什么？”

  “来点不一样的。”男主播回复道。

  紧接着，视频就进入制作“黑暗料理”的环

节。只见女主播拆开一袋瓜子，伴随着“准备食

材”的文字，她开始嗑瓜子，但没有收集嗑出

来的瓜子仁，而是将瓜子壳放到盘子里；然

后，又收集了一包花生壳。

  起锅烧油后，女主播依次放入花生壳和

瓜子壳。“现在让我们加入酱油和大虾！”伴

随着音乐，女主播将大虾放进锅中。

  出锅的大虾被放置在餐盘中，上面

覆盖的一层黑色物质让网友直呼可怕。

主播到底有没有吃这盘大虾，匆匆结束

的视频里没有交代。但评论里有很多“本

来挺好的虾，这么一折腾谁还会想吃啊”

“倒胃口，浪费粮食”等留言。

  此外，该主播还制作了加了泥巴的酱

爆龙虾、加了酱油的油爆香蕉火龙果、用酱

油煮的火鸡面等“黑暗料理”，有些菜品做出来

的形状不忍直视，令人反胃。

  记者注意到，像这样靠制作“黑暗料理”博眼

球、吸引流量的主播还有不少。

  主播“丹揪拉Baby”4月2日发布的视频中，其将一碟

辣椒面倒进一盆草莓里，又倒入大量酱油和醋，称其为

新款“水果色拉”。随后，该主播将两杯不同品牌的奶茶倒

在一起，加入一罐柠檬茶。

  就当大家以为这道料理要结束时，主播竟然舀了一

大勺豆豉辣酱放到碗中。不少网友惊呼：“奶茶拌豆豉辣

酱能喝吗”“不尊重食物真的好气人”……

  这些另类、猎奇吃播在各短视频平台还拥有不少

粉丝，有人留言称“看起来不错，准备尝试下”。但更多

人对此表示反感。有网友认为，这种怪异夸张的行为本

身是对食物的不尊重，是很明显的浪费粮食的行为；还

有网友直言，这种博眼球的行为不仅糟蹋了粮食，还起

到了错误的示范作用，污染了网络风气。

  还有一些所谓美食博主发布各种挑战视频。比如“挑

战滚烫”，主播将滚烫的食物送进口中，烫得倒吸凉气，还

要忍住面部表情不发生变化，有的食物掉到了地上。

  有网友直言，用这种堪比自虐的饮食行为来吸引流

量得不偿失，不仅吃得不痛快、浪费粮食，还伤害了身体。

畸形视频导向不良

加强监管违者下架

  在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孟强看来，视频作者

为了视频效果，点了大量菜品却“浅尝辄止”、白白浪

费，或主播以荒诞怪异的烹饪方式和畸形的吃播造成

食物浪费，都未能按照食材的功能进行合理利用，无疑

属于食品浪费行为，违反了民法典和反食品浪费法。

  “这些行为经过短视频平台传播后，有可能吸引大

量网络用户观看，进而可能向社会大众传递一种‘可以

浪费食物’‘浪费食物很酷’‘浪费食物很好玩’的错误

理念，有悖于我国对文明、健康、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

消费方式和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的倡导，还

可能对价值观正在形成期的未成年人造成长远的不良

影响，不利于社会层面正确消费观、价值观的传播，不

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孟强说。

  他认为，当短视频主播在餐厅用餐存在超量点餐、

浪费食物的倾向时，餐厅有责任进行适当提醒，引导其

按需适量点餐，不能为了制作短视频和宣传推广餐厅

而浪费食物。

  “自行制作菜肴、录制视频的主播，也应当遵循反

食品浪费法相关规定，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

费理念，在家庭生活中也应当培养形成科学健康、物尽

其用、防止浪费的良好习惯，按照日常生活实际需要采

购、储存和制作食品。”孟强说。

  反食品浪费法规定，新闻媒体不得制作、发布、传

播宣扬量大多吃、暴饮暴食等浪费食品的节目或者音

视频信息，网络音视频服务提供者发现用户有违反前

款规定行为的，应当立即停止传输相关信息；情节严重

的，应当停止提供信息服务。

  孟强据此提出，短视频平台应当对涉及吃播类的

节目进行适当审查，如果发现存在以吃播、菜肴制作等

形式大量浪费食物食品的，则应对相关视频制作者进行

整改提醒，或者对明显违法的视频进行下架处理。如果网

络平台不加审核、监管，导致平台上存在大量宣扬暴饮暴

食等浪费食品的视频，则由网信部门依法责令其改正，给

予警告，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处以罚款，并可以责

令暂停相关业务、停业整顿，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北京云嘉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占领也说道，网络服

务提供者、网络音视频服务提供者，一旦发现有用户制

作、发布以及传播这类视频，应当立即删除下架。网络

音视频服务提供者还应主动采取措施，比如通过人工

巡查或者技术过滤等方式，及时发现违规的、不良导向

的音视频，一旦发现，立即停止传输服务。

□ 本报记者  潘从武

□ 本报通讯员 古雪丽 李进福

　　推出“一企一警”服务模式、公章刻制备案时间压

缩至4个小时、首次申领居民身份证全城通办……

　　今年以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

州公安机关创新出台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系列措施，

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努力让企业和群众在发展中

感受到巴州公安的“温度”，释放企业发展活力。

警务前移让企业少跑路

　　3月1日，巴州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民警和

库尔勒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民警来到巴州祥云汽车

出租有限公司，为该公司新购置的6辆出租车办理了

新车查验业务。

　　“我们联系巴州车管所后，车管所迅速开通‘绿色

通道’，提供上门查验服务，一天内就办完了所有新车

查验业务，省时又省事。”巴州祥云汽车出租有限公司

负责人于亮说。

　　提供上门查验服务，是巴州公安局优化法治化营

商环境“组合拳”的招数之一。

　　43家机动车登记服务站实现43项车驾管业务“一站

式”办理，主动为辖区公交、出租车等运输企业提供车

辆上门查验服务；线上警务平台实现59项户籍业务“全

程网办、掌上可办”，身份证办理和交互式网站审核备

案时间压减至15个工作日，公章刻制备案时间压缩至4

个小时；向127个中心便民警务站延伸6项公安业务，26

个便民警务站实现46项公安业务“一站通办”……巴州

公安局聚焦公共服务领域“关键小事”，简化服务环节，

有力提升了服务便捷度。

　　近日，《法治日报》记者在库尔勒市公安局新城派

出所看到，前来办理各项业务的群众络绎不绝。

　　“没想到在家门口就能给孩子办身份证，省去了来

回奔波之苦。”库尔勒市民李铭说。

　　李铭居住在新城派出所辖区，他的户籍所在地为

普惠派出所，从居住地到普惠乡来回90多公里。因工作

繁忙，李铭一时无法回普惠乡为孩子办理身份证。最

近，孩子上学急需身份证，得知公安局推出首次办理居

民身份证不受户籍地限制、可全城通办的便民举措后，

他赶到了新城派出所。

　　新城派出所户籍民警郭月说，申领居民身份证“全

城通办”业务推出后，居民可就近选择任何一家派出所

办理，实现就近办、异地办。

　　截至目前，巴州首次申领居民身份证“全城通办”

282件，“跨省通办”750件。

　　一大批改革举措的实施，让群众和企业得到实惠，

激发了市场活力和发展动力。

宽严相济扫除发展障碍

　　2022年12月，尉犁县公安局经侦部门侦办了一起某

公司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经查，该公司在无籽

棉收购中，虚开农副产品收购增值税普通发票作为进

项，并伪造皮棉、棉纱销售、运输、货款支付等环节，为

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从中非法牟利。

　　犯罪嫌疑人孟某、罗某主动投案，对公司虚开增值

税发票行为供认不讳，上缴记载虚开犯罪账本，主动退

缴非法所得493万余元。

　　今年2月，尉犁县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以虚开

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分别判处被告人孟某有期徒刑3

年，缓刑5年；被告人罗某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涉案企

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违法所得依法予以没收，

上缴国库。

　　安全是企业发展的基础。当地公安机关严厉打击

涉企违法犯罪，一批犯罪案件被依法查处，企业发展的

信心更足了。

　　为了给“带病企业”“治病”的机会，当地公安机关

全面落实包容审慎执法要求，加强执法办案全流程、全

环节监督，特别是对企业法人、主要经营者严格落实

“少捕慎诉慎押”政策和涉企案件合议决议制度，审慎

使用查封、冻结、扣押、扣留等财产性强制措施，严查乱

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等逐利性执法行为，努力将执法

活动对企业的影响降到最低。

　　今年截至目前，巴州公安联合多部门开展重点领域执

法检查8次，侦办涉企案件19起，挽回企业损失70万余元。

　　巴州公安机关还深入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健

全完善警社、警司、警保等联动机制，推进涉企等领域

矛盾纠纷排查化解。

　　今年2月，某运输车队驾驶员张某帮某公司拉污

泥，途中，因车辆故障导致一车污泥倾倒在马路上，公

司要求张某赔偿损失。张某来到该公司所处辖区塔里

木公安局轮南派出所求助。民警与公司沟通后，促成双

方达成和解，张某将路面上的污泥清理干净。

　　今年以来，巴州公安系统共化解涉企领域矛盾纠

纷18起，全力保障企业合法权益，打造安全稳定的护商

兴商安商发展环境。

优化服务激发市场活力

　　“赵警官，我公司有一名外地职工需要办理居住

证，是到派出所办理吗？需要带哪些材料？”近日，库尔

勒经济技术开发区某企业工作人员在“经开警企微信

群”发出一条咨询信息。巴州公安局库尔勒经济技术开发

区分局安晨路派出所民警赵亮立即回复，告知其办理地点

和需要提供的材料。

　　民警为企业“点对点”解答各类咨询，是开发区分

局服务当地企业的举措之一。

　　库尔勒经济技术开发区是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基地、

全国纺织服装产业转移示范区，目前已入驻企业3500余家。

　　开发区分局将所辖的45家规模以上企业、447家一

般企业按照警务区划分为14个片区，由14名所领导包联

片区。同时，45名警力“一企一警”入驻规模以上企业、

105名警力“一警五企”入驻一般企业，在做好包联工作

的同时转换身份，“点对点”精准服务、管理企业。

　　安晨路派出所还根据企业分布特点，采取“所领

导+企业负责人+专管民警”的网格化方式为企业提供

服务。同时，建立区管委会相关职能部门、重点企业、

包联人员对接机制，确保企业经营、项目建设顺利推

进，做到“企业有呼 民警必应”。

　　巴州公安局制发了“巴州公安机关行政执法领域

轻微违法行为不予处罚事项清单”，向社会公开，明确50

种首违不罚、轻微违法不罚的适用情形、法律依据。依

托信息化，对符合条件刑事案件特定环节和行政处罚

结果100%全量公开，全方位保障群众知情权、监督权。

　　同时，以自治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为重点，探索

推出“警企连心站”“一企一警”模式，利用厅(局)长信

箱、“12345”热线和110接警平台，畅通警企沟通联络渠

道，针对性提供安全防范、法律援助等“点单式”“跑腿

式”服务，真正做到执法有力度、有温度。

　　巴州公安局党委委员、政治部主任马孟说，巴州公

安机关将紧盯服务过程中的突出问题，升级企业和群

众的办事体验，紧盯破坏经营秩序、危害企业发展、损

害市场诚信等涉企犯罪，做到快立快侦快破，打造“惠

企、便企、安企”的优质营商环境。

  ● 原先“大胃王”很多，主播将所有菜品摆在桌子上，恨不得垒成小山，一顿狼吞

虎咽。现在官方明令禁止铺张浪费，“大胃王”们纷纷改行探店，一个接一个上了一桌子

菜，实际上很多主播根本没吃几口，浪费现象依然大量存在

  ● 加了泥巴的酱爆龙虾，用酱油煮的火鸡面，将辣椒面、酱油、醋和草莓混在一起的

“水果色拉”……一些主播“别出心裁”，他们选择自己烹饪，却把心思放在荒诞怪异的烹

饪方式上，不管菜品味道如何、能不能吃，只要足够博人眼球获得流量就达到了目的

  ● 吃播造成食物浪费，违反了民法典和反食品浪费法。短视频平台应当对涉及吃

播类的节目进行适当审查，通过人工巡查或技术过滤等方式，及时发现浪费食物的行

为，并对相关视频制作者进行整改提醒，明显违法的，下架处理

民警为企业提供“点对点”精准服务
新疆巴州警方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主播制作“黑暗料理”博眼球糟蹋食物
记者调查吃播浪费现象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

研究起草了《关于防止和减少餐饮浪费的

公告(征求意见稿)》，从八个方面提出一系

列举措推进反餐饮浪费工作落实落细，包

括严格明码标价、推行明白标量、减少宴会

餐饮浪费、完善用餐评价体系等，引发社会

广泛关注。

  公开资料显示，我国餐饮行业食品浪

费情况严重，仅城市餐饮每年食物浪费就

达170亿公斤至180亿公斤，这还不包括居

民家庭饮食中的食物浪费。宴会结束后大

量剩菜被倒掉、线上点餐货不对板直接扔

掉、主播为获得流量制作“黑暗料理”糟蹋

食物……各种浪费现象层出不穷。

  仓廪实，天下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

食品浪费法》施行2周年之际，法治经纬版开

设“依法整治餐饮浪费”专栏，推出系列调查

报道，揭露舌尖上的浪费，以期推动形成“厉

行节约、反对浪费”的社会风尚。敬请关注。

编者按

︽
如
此
增
长
︾ 

漫
画/

高
岳

依法整治餐饮浪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