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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毛雷君 通讯员 徐莹琛） 记
者昨日获悉，江北区近日已经出台食品安全责任保
险试点工作方案，宣布由政府出资率先在农贸市场、
学校（幼儿园）食堂等九大食品安全重点领域投保食
安险。今后，消费者若在江北区的这些重点领域遭
遇食品安全意外事故，将可获保险赔偿。据了解，这
是我市全面推行食品安全责任险的最新举措。

作为食品安全责任险试点城市，宁波早在2013
年便开始探索实施食品安全责任公共保险。2015年
年底，海曙出台了《海曙区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方案》，
开启了全省首创的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公益性+商业
性”新模式。随后，鄞州区也开始试点，由政府出资
300万元，为全区432个农村集体聚餐点、355个中小
学校及幼儿园食堂、48个建筑工地食堂以及39个养
老机构食堂购买保险，成为全国首份区域性食安

险。去年年底，宁海县首次将区域内旅游者食品中
毒事件纳入公益保险范围，这对迅速有效处置旅游
突发事件，提升宁海旅游形象，推进宁海旅游发展具
有重大意义。

据悉，此次江北区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按照试点先
行、分步推行的原则，试点启动阶段的保障范围为农
村集体聚餐、农家乐（绿色食品、生态旅游山庄）、农副
产品种植、养殖业、农贸市场、学校（幼儿园）食堂、养老
机构食堂、建筑工地食堂、重大活动期间集体就餐保
障、群体性食品安全事件等。江北区出资100万元为
以上项目购买保险，累计赔偿限额5000万元。

据了解，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公益性+商业性”模
式，就是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分两种方式同步推行。
第一种方式为公益性保险，由政府出资，为辖区特定
对象购买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第二种形式为商业性

保险，通过政府推动，以市场方式运行，由辖区食品
生产经营单位购买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政府给予相
应补贴。

“为城乡居民提供食品安全责任公共保险只是
我市推广食安险的第一步。目前，我市正全面推广
食品安全责任商业保险，已有184家企业试水商业食
安险。”市食安办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海曙区、鄞
州区、慈溪市、宁海县、奉化区、江北区已经分别由政
府出资购买公共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其余县(市)区都
已经提交方案并且获得通过，近期将签订相关合同，
实现食品安全责任险在全市的全覆盖，更好地保障
市民“舌尖上的安全”。

该负责人还表示，下一步，我市将以获批国家保
险创新综合试验区为契机，逐步在食品安全风险较
高的行业探索开展食品安全责任强制保险。

本报讯（记者 毛雷君 通讯员
邓封伟 宣文） 2月28日，市市场监
管局发布《关于全面推进和加强保健
食品持证经营管理的通告》，自即日起
至2017年5月31日，《食品经营许可
证》经营项目中没有“保健食品销售”
字样的保健食品经营者，须到市场监
管部门办理相关证件。6月1日起，未
持有相关许可证的经营者将不得经营
保健食品。

据了解，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文
件规定，“保健食品销售”已纳入《食品
经营许可证》许可项目范围，凡新申请
保健食品销售许可的，均应申领包含

“保健食品销售”许可项目的《食品经
营许可证》；已持有《食品经营许可证》
但其中无“保健食品销售”许可项目的
食品经营者，拟从事保健食品销售活
动，应按规定办理许可事项变更后，方
可销售保健食品。另外，原持有《食品
流通许可证》或《餐饮服务许可证》的
食品经营者，要从事保健食品（如中国
劲酒、椰岛鹿龟酒等酒类保健食品，红
牛、乐虎、东鹏特饮、娃哈哈启力等饮
料类保健食品）销售活动，应于2017
年5月31日前重新申领并取得含“保
健食品销售”许可项目的《食品经营许
可证》。

去年我市网络零售额首破千亿元
同比猛增45.6%，
宁波人网上“买买买”花了790.4亿元

网上经济日益红火，宁波电商企业也越做越大。昨日，市商
务委发布2016年宁波市网络零售发展情况及特点分析。数据显
示，去年我市网络零售额累计实现 1024.6 亿元，同比增长
45.6%。这是我市网络零售额首次突破千亿元大关，占社会零售
总额的份额首次超过25%。

同比猛增45.6%，配套服务体系更加完善

据商务委统计，2016年我市
网络零售额累计实现 1024.6 亿
元，其中，累计实现居民网络消费
790.4亿元，同比增长34.7%；实现
网络零售顺差234.2亿元。目前，
全市共有网络零售网店5.6万家，
直接从业人员15.2万人，带动就
业岗位42.2万个。

从各县（市）区网络零售总量
来看，鄞州区以226.4亿元位居榜
首，占全市零售额的22.1%；慈溪、
海曙分别以220.6亿元、107.4亿
元居第二、三位，占比分别为
21.5%和10.5%。从各县（市）区网
络零售增速来看，象山以同比增长
52.5%为全市之最，慈溪、宁海紧
随其后，同比分别是 49.9%和
46.8%。

与此同时，我市电商货品仓

储、商品配送及供应链管理等配
套服务体系更加完善。据统计，
截至 2016 年，全市共有 45个电
子商务产业园区建成并投入使
用，这些园区为网络零售企业提
供了房租减免、免费仓储、配送优
惠、摄影等配套服务，吸引众多中
小企业、个体网商和互联网创业
者入驻。

另外，我市有近30家企业的
自营仓库投入运行，仅宁波保税区
电商仓储面积就由原先的7000平
方米发展到目前的35万平方米，
解决了我市跨境电商仓储面积不
足这一制约瓶颈；顺丰丰巢、门差
生活、速递易等智能柜加速进入各
大社区，目前全市已铺设社区智能
终端超过1500组，解决了电商网
购配送最后100米的难题。

农村电商销售417亿元，占全市总量的四成

电商渠道正成为我市特色农
产品的重要销售平台。数据统计
显示，2016年我市县域网络零售
额达到417亿元，占全市网络零售
额的41%。

据统计，2016 年我市在淘
宝、邮乐网、1号店等大型电商平
台建成市、县特色馆20余个，入
驻商户 2000 多家，比 2015 年增
了4倍。与此同时，全市已建成
农产品电商销售及服务平台194
个，吸引1300余家企业入驻，全
年实现农产品电商销售额32.9亿
元。

象山泥螺、宁海青蟹、慈城年
糕、奉化千层饼等宁波农特产品触
网销售，涌现出了一批诸如“蟹大
人”“俞家彩虹年糕”等宁波农村电

商品牌。此外，“宁波同城购”“我
是农民”等本地平台定期开展季节
性农产品团购促销，有效缓解了区
域性农产品滞销问题。

农村居民的网购渠道也越来
越通畅。阿里、邮政、苏宁等国内
电商龙头联手宁波本土企业开拓
农村市场，累计建成1700多个农
村电子商务服务网点。各服务点
均已具备转账汇款、手机充值、水
电费缴纳、车票代购、快递包裹存
取等功能，为农村居民提供“一站
式”综合服务。

此外，奉化、象山、北仑等地已
建成9个区域电商服务中心和企
业仓储物流基地，初步搭建了融工
业品下乡和农产品进城于一体的
现代农村商品流通体系。

红牛、劲酒不能随便卖了
6月1日起，必须要有“保健食品销售”许可

“公益性+商业性”相结合，更好地保障市民“舌尖上的安全”

宁波食品安全责任险将实现全覆盖

记者 史娓超 通讯员 蔡朝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