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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社交媒体平台上
搜索“私房手作”关键词，出
现各式各样的手工制作零
食，其中烘焙类的蛋糕、面包
等最多。这些“私房手作”食
品大多宣称纯手工制作、原
料品质上乘。大部分“私房
手作”商家会将客户引流到
微信上进行交易。

市民张女士曾在线上团
购了一家私房面包店的贝
果，到货后直呼“踩雷”。张
女士说，7 个贝果个个“露
馅”，且存在大小不一的问
题，克重差达到 50克。“贝果
露馅，卖家说是因为馅太多，
其实是因为馅料分布不均
匀；外包装上还没有写明原

材料和生产日期。”根据张女
士提供的图片，每个贝果都
有透明塑料包装，包装外贴
有一张便签，写着“制作日期
为快递揽收当天”。“我也经
常买私房甜品，正规的产品
应该要有配料表、食品许可
证编号、保质期和生产日
期。”张女士说，她询问卖家
是否有食品生产许可证，对
方不予回答。

而大学生小梅近日在某
家有 35 万粉丝的手作面包
店购买了几个欧包，没想到
包装还没拆开，就看到内有
一根头发。“本来以为是小概
率事件，但是粉丝群里陆续
有人反映吃到塑料异物、头

发等。”记者在该店铺的评论
区也看到多名消费者称“吃
到异物”。小梅认为，有生产
许可证的“大店”尚且存在食
品安全问题，小作坊的卫生
更是难以保障。

根据卖家提供的图片，
记者发现小规模家庭作坊
的手作产品基本没有产品
标签；部分线上手作店铺也
没有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
等信息。

“私房手作”受追捧 吃着踏实吗？
外包装无产品信息、吃出异物……消费者频频“踩雷”；律师表示，如果买到“三无”

私房手作食品可投诉举报或向法院起诉

男子落入内河
遗体被捞上岸
事发福州台江区中央第五街

附近内河

和美海岛“湄”好奔跑
福建省首个“女子半程马拉松”在莆田湄洲岛收官

N海都记者 林雅璇 文/图

“最纯粹的手工美食”“不一样的味蕾体
验”……近年来，各种主打“美味健康、0添加”
的私房手作热卖。“私房手作”就是在私家厨
房中手工制作的产品，有人认为这是“私人定
制”，也有人认为是“三无产品”的代名词。那
么，“私房手作”食品安全卫生有保障吗？制
作过程、制作环境应该符合哪些要求？如果
出现消费纠纷，是否存在维权风险？记者走
访发现，福州“私房手作”无证经营现象普遍
存在，有关部门表示存在“监管难”问题。

记者查询发现，在《食
品安全法》中，首次对网络
食品交易提出严管。根据
第 62条规定，网络食品交
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应当
对入网食品经营者进行实
名登记，明确其食品安全
管理责任；依法应当取得
许可证的，还应当审查其
许可证。

对此，福州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工作人员表示，
在家里制作食品并售卖，

理论上是不合规的，但“私
房手作”存在监管难问
题。“所谓的‘手作’，可能
是个人之间的交易，或以
朋友身份进行的定制，这
就不在监管范围之内。如
果消费者发现卖家无证生
产 ，可 以 通 过 12315 投
诉。”

对此，记者采访了福
建律师海都公益团福建闽
天律师事务所的沈展昌律
师。沈律师表示，“私房手

作”食品如果没有生产地
址、生产许可证、生产日
期，属于“三无产品”，违反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
量法》的有关规定。购买
者可向当地市场监督管理
部门投诉或举报。如果还
解决不了，可以依据《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或《食品安
全法》的有关规定向法院
起诉。沈律师提醒道，购
买者要保存好相关购物凭
证备用。

家住恒力博纳广场附
近的涂女士将“私房手作”
当作自己的副业。“有一次
尝试自制雪花酥，得到了亲
朋好友的一致好评，我就想
做点小生意。”涂女士说，目
前客源并不稳定，大多是小
区里的老顾客，“每天接几
单，早晨 6点就起来做，扣
去成本后没赚多少”。

而夏季常在达明街摆
摊的赵女士也同时在社交
平台和微信朋友圈宣传自
己的手作面包，声称“绝对
不使用添加剂”。但赵女士

说，生意并不是很好，因此
目前只接受微信预订单。

记者走访了解到，几
家福州本地的小规模“私
房手作”均是通过微信转
账的方式直接交易，而粉
丝量较大的线上店铺则需
要先进粉丝群，再通过微
信团购小程序下单。

记者问及“私房手作”
需不需要办理相关证件，
涂女士表示“不需要”。而
赵女士表示，线下开私房
店需要办理营业执照、健
康证和食品经营许可证或

小餐饮小作坊登记证。“办
理证件还需要租一间商
铺，对于把‘私房手作’当
副业的卖家来说成本太高
了。”因而，她选择办理网
上销售专用的营业执照和
许可证，不需要商业店面
地址。

记者搜索发现，由此
也出现了新的“商机”：有
人称只需要支付 488 元，
提供姓名、地址和身份证
号就可以在 3天内办理好
线上专用的营业执照和食
品经营许可证。

消费体验：
7个贝果个个“露馅”
没标原料和生产日期

部门回应：
存在“监管难”问题 发现无证生产可投诉

经营状况：
扣去成本后没赚多少“许可证”网上可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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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梅购买到有头发
的欧包

海都讯（记者 黄义伟
文/图） 11 月 12 日上午，
洛弛红·2023 妈祖（湄洲
岛）女子半程马拉松在莆
田湄洲岛国家旅游度假区
鸣枪开跑，包括李美珍、黄
雪梅、雅尔加·瑟瓦格（埃
塞俄比亚）等知名选手在
内的 4000 多人报名参赛。
赛事还设置男子护跑组，
以及 3 公里健康跑。跑者
们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在赛
道上奋勇争先。守护在赛
道四周的工作人员、志愿
者以及市民为选手们加油
助威，热闹非凡。

经过激烈的角逐，女子
半程马拉松在终点天后广
场决出优胜者。获得冠军
的选手是来自福建厦门的
黄雪梅，成绩为 1小时 15分
44秒；李美珍仅以 6秒之差
位居次席；获得季军的是朱
冰莹，成绩为1小时19分31
秒。

妈祖（湄洲岛）女子半

程马拉松是福建省首个“女
子半程马拉松”赛事。比赛
将妈祖文化、湄洲女文化、
体育文化结合，既有浓郁的
本土特色，又迎合了当代女
性健康生活方式，倡导积极
健康的跑步文化，将妈祖大

爱、立德、行善的精神融入
赛事当中。

一场马拉松，尽览湄洲
岛。21.0975 公里的赛道，
把湄洲岛和世界各地的跑
者串联了起来，让跑者在充
满海洋韵味和妈祖文化的

赛道上，感受奔跑的快乐、
获得挑战自我的成就感。
和美海岛，“湄”好奔跑。伴
随着洛弛红·2023妈祖（湄
洲岛）女子半程马拉松的圆
满落幕，我们期待下一届湄
马，与您再相聚！

海都讯（记者 严彬睿）
昨日上午，有市民报
料称，福州台江区中
央第五街附近的内河
有人跳河。

记者赶到现场后
了解到，跳河的是一
名男子。该男子落水
后，附近酒吧人员闻
声赶往桥边，立即报
警求助，并跳下水试
图救人，由于内河水
位较深且体力逐渐不
支，最终救援未果。

福州市公安局上
海派出所值班民警接
到报警后立即赶到现
场，通过调取监控确
认现场状况，并向福
建省星光救援队寻求
帮 助 。 早 上 6 时 37
分，星光救援队接到
警情后，立刻赶往现

场救援。在确定落水
点跟最后消失的位置
后，结合水域水文情
况，救援队员携带专
业设备进行搜救。

据福建省星光救
援队副队长“蛟龙”介
绍，受到事发现场河
道护栏等条件限制，
无法使用冲锋舟，只
能借用环卫工人的清
洁船开展打捞工作。

救援队员们先用
声呐大范围搜索该区
域，确定男子所在的
大致区域，再用水下
探头确认最终位置。

昨日上午 11 点左
右，溺水男子遗体被
打捞上岸。目前，该
男子身份信息不详，
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调
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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