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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溯源数字溯源””精准智控卤肉食品安全精准智控卤肉食品安全
““宁波样板宁波样板””向全省推广向全省推广

今年以来，宁波以“数字
溯源”为抓手，不断完善自主
研发的“卤肉安全集成应
用”，深化卤肉食品安全“一
件事”集成改革，有效提升卤
肉行业精准智控和风险防范
水平，实现业主安心经营、部
门智慧监管、群众放心消费。
截至目前，全市共激活并上
链卤肉食品生产经营单位
1012家，其中卤肉食品小作
坊95家、销售单位691家、现
场制售单位226家。

8月10日至11日，全省
卤肉食品安全“一件事”集成
改革现场会在象山召开，由
宁波率先打造的卤肉食品安
全精准智控样板，正式向全
省推广。

“真没想到我的小作坊还能
这么明亮整洁。”象山皖南熟食小
作坊业主说。作为宁波卤肉食品
安 全 “ 一 件 事 ” 集 成 改 革 试 点
县，象山卤肉生产经营单位的变
化可谓明显。

2个月前，象山皖南熟食小作
坊的墙皮还大块脱落，房屋吊顶
破烂，使用着煤炭灶头，食品安
全风险隐患较大。经过全面改造
后，坊内已整齐摆放着半自动化
的生产设备和食品级不锈钢的存
储容器，墙面已重新粉刷，功能
区布局合理，生产环境整治提升
效果明显。

“改造小作坊只是全行业纳
入监管整治的一部分，其实不管
生产加工、市场批发还是零售经

营，每个环节都不能出现问题，
所 以 要 全 面 纳 入 监 管 、 分 类 施
策、逐批整治。”象山县市场监
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通过上游
生产端销售路径、下游销售门店
货源“双向排查”的方式，象山
率先实现全行业应管尽管。

在试点经验基础上，宁波市
场监管部门根据各卤肉生产经营
单位现有操作环境和制作流程，
按食品安全意识度、管理规定完
整度、基础设施磨损度、功能区
布 局 合 理 度 等 分 类 制 定 整 治 方
案，累计改造提升卤肉生产经营
单位 563 家，实现“规范一批、
提升一批、取缔一批”，提升行
业整体生产经营环境。

硬件提升后，市场监管部门

还指导其推行“5S”现场管理模
式，从整理、整顿、清扫、清洁
和 素 养 五 个 方 面 ， 规 范 操 作 流
程。并且，将卤肉生产经营单位
纳 入 食 品 安 全 “ 守 底 线 、 查 隐
患、保安全”专项行动重点排查
对 象 ， 及 时 管 控 各 环 节 风 险 隐
患。

卤肉行业管得全 提升改造在行动

“从去年开始，烤鸭店外面多
了几块屏幕。能看到烤鸭加工，
还有检测结果。”经常来买菜的黄
阿 姨 表 示 ， 能 亲 眼 看 到 加 工 场
景，吃得更加放心了。

据统计，截至目前，全市已
有 94 家卤肉销售单位安装了“阳
光电子屏”。屏幕上实时向消费者
播放卤肉生产加工画面，公布摊
位所售卤肉食品检测结果，以及
市场销售区域温度、湿度变化等
内容。除此之外，部分单位配合
安装在生产经营场所内的 AI 实时
分析预警功能的监控设备，生产
销 售 的 画 面 还 被 传 至 后 台 监 管
端，自动抓拍提醒未佩戴口罩、
防蝇防尘措施不到位等各类违规
操作行为。

“卤肉生产时间大多集中在凌
晨 2 点至 4 点，单靠传统监管手段

难以排除风险隐患，但借助智能
监 控 设 备 ， 可 以 24 小 时 线 上 巡
查。”宁波市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借助“卤肉安全集成应
用”一屏展示加工环节，不但能
实时查看监控画面，对发现问题
信息予以归集分类依规处置，还
能对卤肉食品生产经营单位进行

“数字画像”，提高监管效能。
据介绍，“卤肉安全集成应

用”打通了国家食品安全抽样检
验、省市场监管局案件管理、市
农贸市场智慧监管等平台，能综
合汇集预警整改、安全抽检、投
诉举报等数据，定期形成卤肉检
测情况柱状图、风险预警分布图
及 经 营 单 位 月 度 考 评 报 告 。 同
时，按风险等级实施不同监管频
次的差异化执法，有效提升食品
安全风险处置效率。

卤肉安全看得见 加工环节一屏展示

在大徐市场销售卤肉的王阿姨，
熟练地将顾客需要的半只烤鸭放上电
子溯源秤称重，电子秤便自动打印出
了含“溯源二维码”的票据。“你拿
手机扫一扫这个二维码，我们烤鸭用
的原料、供应商、检测结果都有，这
叫‘赋码溯源’。”王阿姨向顾客展示
刚刚打印出来的二维码。

为实现一码追溯生产原料、配料
成分、加工工艺、销售数量等全流程
信息，确保食品生产销售过程可溯可
查，市场监管部门上线“卤肉一件
事”应用小程序。预填好常用供货
商、原料、销售门店等信息为模板，
经营户只需更新输入每日进出货数
量，并拍照上传销售票据即可完成食
品安全台账无纸化登记，避免了数据
重复录入和票据丢失情况。借助电子
溯源秤等终端产码设备，市民在购买
卤肉食品时，不仅可以通过手机扫一
扫发现相关溯源信息，若食物有问题
还可进行线上投诉。

此外，宁波还升级改造农贸市场
快检室或共享快检室 42 个，配备针
对各类抗生素、激素、防腐剂、色素
等综合检测能力的检测设备，满足卤
肉食品各环节、多品种快检需求。

经过“生产端信息录入-监管端

抽检数据导入-系统实时推送-销售
端上秤产码-消费端扫码溯源”一链
式信息，全市已归集相关生产数据逾
11 万条，生成卤肉食品溯源码超过
17 万个，有效降低来源风险度，保
障源头食材安全。

此前，卤肉食品安全“一件事”
集成改革已作为“甬有食安”项目之
一，被列入 2022 年宁波市政府民生实
事项目。除象山外，鄞州、江北、余姚、
宁海、慈溪等地也持续发力，鄞州以本
地连锁品牌为试点，在其旗下 95 家门
店统一推进，对生产车间及各门店全
面实行阳光化改造升级。余姚跨区域
打通 5 家卤肉小作坊与本地及江北、
海曙在内的 30 家卤肉销售户的供销
数据，为推进改革积累更多经验。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卤肉食品
安全‘一件事’集成改革进度，拓展
改革成果在食品小作坊‘五化’建设
中应用，并计划到 2023 年底，全面
完成各类卤肉食品生产经营单位的数
字化改造和 150 个主要农贸市场快检
室升级。同时，结合食品安全‘守底
线、查隐患、保安全’专项行动，持续推
进食品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让群众吃得安全、吃得放心。”宁波
市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卤肉来源找得到
每一口都有“迹”可循

王岚 罗沁瑶 吕史维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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卤肉店卤肉店

记者 董惊鸿
象山县委报道组 陈光曙

“抱歉，我的时间有限，村民
那儿还有很多事情没有解决，我们
就长话短说吧。”近日，记者刚走
进象山县丹西街道仇家山村的村委
会议室，就见一位精神矍铄的老同
志迈着大跨步，风风火火地走了进
来，他就是该村党总支书记王世
新。

今 年 59 岁 的 王 世 新 经 历 丰
富，按他的话说就是“进过部队当
过兵，当过干部从过政，办过企业
打过工”。15 年前，正在海南从事
房地产行业的王世新，因为一次回
乡看望母亲的经历，走上了村支书
的岗位。

那时的仇家山村集体经济薄
弱，村容村貌落后，村里只有一段
西大河到村口长 520 米的水泥路，
其余都是渣土路，一到下雨天，就
泥泞难走。村民之间各种矛盾也
多。乡亲们急需一位“领头雁”来
带领村民走出困境。

面对乡亲们的殷切期盼，王世
新在组织的支持下挑起了这副担
子。

王世新出的第一招就是自掏腰
包 50 万元，在补上村里的财政窟
窿后，剩余的钱全部投入村庄建
设。

村庄面貌要改变，铺设干净整
洁的水泥路是第一步，但修路需要
拆除部分旧房。一开始村里没人愿
意拆，王世新就让自家的亲戚先

拆。村民这才转变了看法，积极配
合。几年后，涉及村里 162 户拆迁
工作、总长度 4000 米的几条水泥
路顺利建成了。

路有了，可村里很多人住的地
方还是破破烂烂的，为了鼓励大家
共同参与村庄建设，王世新自告奋
勇担起农村自建房的申报业务。没
过几年村民有样学样，家家户户住
上了小别墅。

王世新上任 3 年后，村里基础
设施等硬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但
村民之间互相攀比、迷信、赌博的
风气却屡禁不止。为了改变这些不
良风气，村里组建了篮球队、乒乓
球队、老年文艺队等队伍。“原本
赋闲在家的妇女现在‘小搞搞’不
去了，每天腰鼓敲敲、健美操跳
跳，业余生活丰富多彩。”该村妇
女主任仇娇娣说。这几年，为了满
足大家更高生活品质的追求，村里

铺设了 2145 米长的游步道，方便
大家爬山健身。

目前，村里正在进行 900 亩土
地的平整工作，预计明年能全部完
成。“改造完成后，村民就可以引
种改良大棚蔬菜等经济作物，让村
民的腰包继续鼓起来。”王世新兴
奋地说。另外，为了给农家妇女找
一条致富渠道，王世新主动联系村
里 5 个家庭作坊式小企业，让村里
100 多名妇女在家门口实现就业。

如今，王世新已连续四届被评
为“金雁奖”书记。“现在回想起
来，三年在部队开坦克的生活，虽
然辛苦，但磨炼了我的心性和意志
力，养成了我雷厉风行、不服输的
性格。”王世新笑着说。

这位一生要强的王书记深知金
碑银碑，不如老百姓的口碑。而他
也将继续带领村班子在这片土地上
完成他未尽的工作⋯⋯

部队生活练就他不服输的劲
宁波市优秀退役军人系列报道

本报讯（记者张昊 通讯员应
毅）“使命在肩，不负青春，强国
复 兴 有 我 ！” 澎 湃 激 昂 的 青 春 之
音，在红色精神浸润的镇海中学校
园内传扬。昨天下午，由市委宣传
部主办的 2022 宁波市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讲解大赛决赛在此举行。从
全市各级爱教基地脱颖而出的 20
名优秀讲解员和志愿讲解员，逐一
登上讲台，围绕“强国复兴有我”
主题，动情讲述爱教基地的红色印
迹和新时代的宁波故事，从青春的
视角凝望光辉历程，于“红章”肇
始之处唱响奋进乐章。

北仑长江小学的邱若愚带领听
众走进张人亚的心灵世界，余姚志
愿讲解员褚圣洁通过演讲让听众踏
上泗门这片热土⋯⋯

岁月洗净了战火硝烟，但那段
红色历史在青年的心中始终没有褪
色。来自余姚的陆姗姗带来一段发
生在四明山烽火岁月的故事——在
抗日救亡活动中，为了掩护成君宜
完成任务，徐志远常常与他扮成一
对情侣，两人逐渐成为一对恋人。
成君宜受党组织派遣，与战友们挺
进四明山。当徐志远历尽艰辛，来

到四明山，惊闻成君宜已在战斗中
牺牲的消息。1987 年，徐志远再
次回到阔别多年的四明山，找到成
君宜的坟墓，许下在君宜墓旁归息
的愿望。如今，在余姚桃花岭成君
宜烈士墓附近，就埋了徐志远的一
捧骨灰。

“ 我 们 陈 列 馆 的 墙 上 ， 有 块
‘不避艰险支持革命斗争’大红匾
额，这是 70 年前‘建岙妈妈’钟
仁美守护党员同志、守卫革命事业
的感人写照。”来自鄞江镇梅园革
命史迹陈列馆的徐千媛说，“时代
虽有不同，青春一脉相承。70 年
后，我们有幸重温‘建岙妈妈’的
呼唤，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溯源红色基因，接力初心使
命。宁波耀眼的红色精神谱系，通
过讲解员更有时代感的讲述方式深
入人心。全市各级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成为集中展现宁波红色传统、
讴歌新时代的精神家园，推动宁波
党员干部群众不断凝聚爱国热情、
弘扬民族精神、激发奋进力量。

经评委现场打分，最终陆姗
姗、徐千媛获专业组特等奖，褚圣
洁、邱若愚获志愿组特等奖。

我市举行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讲解大赛

昨天，海曙区
教育工会与海曙区
社区教育委员会共
同举办的“喜迎二
十 大 · 一 起 向 未
来 ” 2022 年 海 曙
区师生厨艺大赛在
浙江职业技术学院
举 行 ， 14 名 学 生
和 6 名老师同台竞
技，色香味俱全的
创意菜和点心征服
了 评 审 团 。 据 了
解，海曙区把劳动
教育作为一门必修
课，培养学生的实
践动手能力。

（蒋炜宁 李
晨 摄）

厨艺争霸赛

记者 单玉紫枫

信用分达到一定数值买菜就能
打折；无人自助售货摊位前，顾客
井然有序；智能化应用平台让销售
全过程透明化⋯⋯在江北区洪塘街
道孙家菜市场，各种独特的信用元
素将这个投用多年的菜市场“装扮
一新”，成为我市信用体系建设又
一道风景线。

“进入孙家菜市场经营的单位
和个人，必须签订经营户准入信用
承诺，涵盖诚信经营、依法经营、
维护市场秩序、公平竞争等 7 项内
容，还需缴纳一定数额信用保证
金，作为损坏市场财物设施，以及
违反承诺条款和市场各项规章制度
的违约预赔基金。”相关负责人表

示，将诚信体系建设与菜市场经营
紧密结合，强化信用赋能，也是让
信用走进宁波老百姓的日常。

近年来，我市大力推进社会信
用体系建设，不断提高城市治理水
平、优化营商环境。2021 年，宁
波成功创建全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示范区，宁波市公共信用信息平台
荣获全国“信用示范平台网站”称
号，城市信用综合排名稳居全国前
列。

有怎样的脚步，就有怎样的
路。信用是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
要基石。据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介
绍，为推动信用理念、信用制度、
信用举措与经济社会各方面各环节
深度融合，我市高度重视信用立
法，将 《宁波市社会信用条例》 列

入 2022 年市人大常委会立法审议
项目，印发实施 《宁波市社会信用
体系建设“十四五”规划》，出台
各类信用政策文件 200 余个。

与此同时，我市还全面建设完
成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实现信息归
集、查询、共享、异议、修复等

“一站式”服务；编制宁波市公共
信用信息补充目录，涉及市县两级
104 家单位 1000 余项信用事项，累
计 归 集 信 用 信 息 近 12 亿 条 ， 为
1100 万自然人、132 万法人和个体
工商户建立公共信用档案，实现信
用主体全覆盖。

利用数字化改革，提升信用服
务。通过开通信用查询、异议、修
复“线上办、掌上办”，实现信用
服务“零次跑”，累计提供信用服
务 2114 万次。

在信用监管方面，我市在全国
首创“信用+司法执行”模式，推进
构建以“自动履行为主、强制执行为
辅”的执行工作新格局，实施信用惩

戒约 60 万次；出台《宁波市加快推
进信用“531X”工程构建以信用为
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实施意见》，拓
展“信用+行业监管”应用，在安全
生产、生态环境、税务、口岸等 135
个领域推行信用分级分类监管，推
动行业监管由“建”向“用”转变。

在信用协同联动机制上，我市
持续推进信用业务协同应用，在市
公共资源交易、不动产登记、人力
社保等业务系统实施公共信用信息
和产品嵌入式应用，实现在审批服
务、行政监管、公共服务等领域的
智能化监管，累计实施信用奖惩
58 万次，监管效能大幅提升。

城市守信氛围更加浓厚。此
外，我市持续强化信用赋能，推动
破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通过

“信易贷”平台 （宁波站） 实现信
贷规模 2120 亿元；建立风险缓释
机制，设立融资担保代偿基金，已
为 1 万多户小微主体共担信贷风
险，累计贷款超 200 亿元。

信用，成为宁波的亮丽名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