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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联合国的数据显示，
每年全世界浪费的食物总量高
达 13 亿吨，人们所生产的 1/3
食物将面临被浪费。“分享冰
箱”的出现，既为一些容易被浪
费的食物提供了“新家”，又对
生活困难的人形成“救济”。

西班牙：
政府设立食物银行

在西班牙的加尔达考市，
政府曾经给穷人设立食物银
行。将那些卖不出去但还能够
食用的食品收集起来，集中分
配后再以最快的速度发放出
去。如今，食物银行已遍及欧
洲的13个国家，总数达157家。

德国：
企业开设发放食物的网站

在德国的柏林，两家大型

的食品机构，组织志愿者专门
去超市和餐馆收集准备被丢掉
的食物。为了这些食物，他们
还特意准备了冰箱，需要食物
的人都可以来免费领取。甚至
还有企业开设了专门的网站，
大家可以登记注册，让需要的
人直接上门领取。

美国：
企业配送食物到救助站

美国一家企业做过一个
“食物分享”的新计划。全国
7600 家的分店将把所有未售
出的速食品捐赠给美国的食物
银行。他们用冷藏车每天从全
美各地的门店收集食物，然后
配送到各个赈灾点、救助站。
食物从离开门店一直到送达到
有所需的人们手中，全程不会
超过24小时。

共享冰箱亮相成都两月怎么样
捐赠食物者渐多，现场有志愿者值守，领取食物的多是户外劳动者

共享单车、共享汽车、共享篮球、共享KTV、共享雨伞……花式共享正在不断翻新着人们的共
享生活，今年3月出现在四川省成都市跳伞塔街道南虹村社区的共享冰箱更是吸引了不少人的目
光。相较于上海共享冰箱的哄抢现象，北京共享冰箱的刷卡模式，成都的共享冰箱近两个月来运营
得如何呢？来看看《天府早报》记者实地探访有何发现。

近日，记者来到跳伞塔街道
南虹村社区，发现摆在这里的两
台共享冰箱里的食物还不太多，

“那些商家现在还没把食物送过
来，”守在冰箱旁的两位志愿者
告诉记者，“中午会有企业送盒
饭过来。”

这两位志愿者来自四川大
学，其中一位张同学正在四川大
学康复医学专业读大二，“我没
课的时候就过来值守，一周来一

两次，一次守2到4小时。”张同
学透露，冰箱每天上午9时从社
区推出来，下午 5时再推回去，
其间都有志愿者值守，“一般都
是两个人守，志愿者基本上都是
川大的。”会有食物浪费或是哄
抢的现象出现吗？张同学说，因
为有人值守，所以很少有这种情
况，他最多的时候两小时发放了
一二十份食物，“来人的时候，我
们会询问一下，做好登记再发放

食物”。
为什么会询问？原来，并不

是任何人都可以在共享冰箱领
取食物，只有民政部门认定的低
保户，工会认定的困难职工，以
及残疾人、环卫工人、在附近就
医的病人可以领取，“不过这些
人不需要证明，志愿者会对来领
食物的人进行简单的询问，做好
登记就可以发放食物了。”项目
负责人杨欣告诉记者。

?
位于成都市跳伞塔街道南虹村社区的共享冰箱

会有哄抢浪费的现象吗？

冰箱每天运营8小时 全靠大学生志愿者值守

跳伞塔街道南虹村社区党
委副书记刘强告诉记者，共享
冰箱自 3 月 21 日启动以来，目
前已经有不少人前来领取食
物。“我们这里都有详细的公
示。”记者在公示栏的领取情况
统计中看到，从3月21日到4月
21日，共有1325人前来领取食物
2087份，领取食物的人中，“环卫
等户外劳动者”超过半数，多达

981人。
捐赠情况的公示表中显示，

这一个月接收了总估值 13212
元的食物，其中大部分食物还
是来自企业，也有一些是小区
居民集体捐赠的。那么，个人
捐赠会不会存在食物变质的情
况呢？

“如果只是因为家里煮多了
饭吃不完送过来，我们是不会接

收的。”杨欣说，共享冰箱对于食
物的捐赠有相应的规定，并非什
么食物都会接收，“如果是盒饭
这些，必须是有工商营业执照、
卫生许可证的企业捐赠的；对于
个人的捐赠，我们只接收封装食
品，而且必须检查保质期和外包
装是否有破损。”杨欣表示，这也
是为了更好地规避食物安全风
险。

记者发现，在共享冰箱的旁
边，立了两个展架介绍某企业的
食品，对于是否担心有企业借公
益炒作的嫌疑，杨欣表示不会：

“这家企业不仅捐赠了冰箱，还
捐赠了很多牛奶。”

杨欣介绍，共享冰箱设立之
初就联系了一些爱心企业。“扬

州有过共享冰箱消失的先例，所
以我们也做过研究，如果没有企
业垫底，很可能有时候送食物的
人太多，食物就坏掉了，造成浪
费；有时候送食物的人又太少，
来领取食物的人会扑空。”杨欣
介绍，目前捐赠的个人也慢慢多
了起来。

杨欣介绍：“我们还将在闹
市区增加共享冰箱的数量，现在
已经到位了两台冰箱，准备放到
成都市电脑城门口去。”不过，杨
欣也表示，不会急于扩张，“现在
这两台冰箱每天要发放八九十
份，以后我们要保证每设一个
点，就能有足够的食物提供。”

? 2问 捐赠的食物安全性如何？

捐赠食物的多是企业 个人捐赠只接收封装食品

? 3问 如何广泛推广共享冰箱？

将在闹市区增加冰箱 保证每个点都有足够食物

成都并非第一个推出共享
冰箱的城市，早在去年5月，扬
州就出现了国内首台共享冰
箱，但最后却消失在人们的视
线中；去年9月，上海也出现了
共享冰箱，但同样遭遇了诸多
尴尬，比如“一人多拿”现象严
重，有人甚至拿着塑料袋来装
食物，冰箱经常被“一扫而空”，
而定时发放的门店门口则排起
大长队，造成短时间内大量人
群聚集排队，存在潜在的安全
等问题。

近日，北京也出现了共享
冰箱，为了规避哄抢的现象，北
京的共享冰箱采取了刷卡领取
食物的方式，社区外来务工人
员、失独老人、残疾人家庭、贫
困儿童等特定群体，可每日 3
次刷卡免费领取。

从北京和成都的共享冰箱
划定人群这一点来看，共享冰

箱可能更像是爱心冰箱，作为
一种公益设施，我们当然希望
它能渐渐普及，但在具体运营
中，也难免遇到一些问题急需
解决，例如食品卫生问题，北京
的共享冰箱，就有媒体直接质
疑，“冰箱里的食物你敢吃吗？”
记者在南虹村社区附近也随机
询问了一些环卫工人领取食物
的情况，有位大姐直言，她担心
不卫生，所以只拿过两次牛奶，

“他们还拿到过有冰块的饭，微
波炉加热了也不能吃。”一位大
哥也表示盒饭太难吃，“还不如
回家煮碗稀饭吃。”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
苦”。食物来之不易，要让共
享冰箱更广泛地推广，需要
大家的共同努力，希望这种
公益设施能真正惠及有需要
的人群。

（冯浕）

共享冰箱更像爱心冰箱
良好运转需监管食品卫生

他山之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