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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鲜电商平台售卖农户自产自销的农作物，品质如何
保证呢？对此，宁波本地生鲜品台M6生鲜电商企划相关负
责人表示，以前市民非常喜欢山里绿色食品、特色作坊食
品，但是很多时候由于信息不对称，无法获得好的购买体
验。很多农产品养在深闺人不知，而且运输保鲜难度又大，
容易滞销。消费者想买到正宗的土货，由于缺少渠道，也难
得买到。这几年，生鲜电商依托成熟的物流、冷链，逐步把
优质农产品摆上生鲜电商平台。

对于农产品的品质把关，该负责人表示，生鲜平台公司
对农产品的品质把关很牢。以M6为例，公司会派出专业买
手去农户家实地考察，并跟踪整个生产周期；同时要求农户
提供必要的检验防疫证明，并委托镇、村里出具自产自销证
明；要求农户自己给自己代言，把自己的真实身份、头像都
在电商平台亮相，让农户为自己的农产品背书。从目前来
看，平台上的农产品在逐步增加，有的已经售卖了两三年，
已经小有名气。 记者 鲁威 文/摄

近日，慈溪市税务局逍林税务所组建个税专家团队，主动靠
前服务，为辖区内企业及时送上个人所得税改革新政，辅导其职
工更好了解、掌握个税新政策，让改革红利惠及广大企业职工。

通讯员 罗丹吟

本报讯（记者 毛雷君 通讯员 张淑蓉） 网络订餐在方便消费者就餐
上起了很大作用，但是也存在证照不符、卫生条件堪忧等问题。为此，我市
市场监管部门从2016年开始专门开发了一套针对网络订餐的监控系统，经
过几年来的不断完善升级，昨天最新的3.0版本正式对外发布。

据了解，截至2018年12月底，全市共有持证入网餐饮单位30350家。
我市自主开发的网络订餐监控系统可以24小时自动采集、保存网络订餐平
台所有目标商户的经营信息，通过图片识别技术对营业执照和许可证做文
字提取，将提取信息与宁波企业信用网的登记数据做实时比对，从而判断是
否存在证照造假、超范围经营等违规行为，1秒钟可完成4家餐饮单位的比
对工作，较原人工效率提升了1200余倍；最新版本运算峰值1秒钟能完成
27家餐饮单位比对，管控效能大大提升。

最新的3.0版本系统可将可疑商铺数据以短信形式直接推送至基层监
管人员手机端，基层人员可根据系统提供的信息，通过快速定位，从而实现
线下高效精准执法，并在现场勘查后，通过系统反馈检查结果，形成网络订
餐监管的闭环；同时实现了线下实时抓取快速进行监测的功能。

农产品搭电商平台进城
包装新颖变身伴手礼

眼下，距
离春节只有
20 多天了，
乡下的特色
年货再度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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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的 关 注 。
现在越来越
多的山里农
户开始选择
通过生鲜电
商平台将种
养在深山的
农产品晒出
来或者直接
到城里开店
销售农产品，
方便顾客采
购。有的农
产品成了文
创产品，包装
也变得越来
越干净漂亮，
越来越吸引
眼球了。

石浦刚上岸的带鱼、大黄鱼，北仑春晓的五色年糕，余
姚的高山番薯枣……春节即将来临，一些农户家里的农产
品换上了新装出现在各大生鲜电商平台。

番薯枣是余姚大岚、四明山镇、鹿亭、梁弄一带特有的
传统风味食品。走进一处加工房，在一张张专门制作的烘
床上，一个个金黄色的番薯枣正在村民手里不停翻转，而满
屋子都飘着番薯枣的香气。“番薯枣吃起来‘黏嘎嘎，甜咪
咪’，有似嚼山东大黑枣的滋味。也由于此故，才有了‘番薯
枣’的美称。”大岚镇黄家庄村民夏师傅告诉记者。

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微商、网络销售平台联系到番薯枣
制作师傅，通过网络销售到城里。“前来预订的人不少，以前
一天下来，100多斤番薯枣一天正好满足游客的需求。番薯
枣上了网络后，销量一下子就上来了，请了好几位师傅一起
帮忙加工，实在忙不过来了。”夏师傅告诉记者。

海鲜则是最火的年货之一。临近春节，象山石浦不少
“网络渔商”开始忙碌起来。“海鲜讲究新鲜，石浦这边的海
鲜都是当天到、当天卖、当天送。”蒋成琪在石浦做网商已经
3年。每天通过朋友圈预告渔获物到港时间。等到渔运船
一到，他就和朋友一起到码头进货，根据订单量分配渔获

物。“一般早上五六点钟到港，中午配送，宁波城区最快下午
可以收到，晚上就吃到海鲜。”小蒋笑着说。根据客户要求，
我们还会替客户寻找特级大黄鱼等高档水产品。

春节临近，登入宁波城区的农产品年货数量越来越多，
而且不少农产品的包装让人眼前一亮。记者走访南塘老
街、鼓楼、东鼓道等宁波美食集中区发现，与以前的普通包
装尼龙袋甚至“蛇皮袋”相比，如今的农产品看起来更有创
意，更时尚。

在东鼓道，一家售卖宁波农产品伴手礼的商铺格外显
眼。走进店里，可以看到装米的是麻布米袋子。油焖笋、酥
饼、干果被装进印有民国风图案的瓶子，盖上油纸，再用礼
盒装扮，显得文艺范十足。

“经过巧手包装的农产品，使其有文艺范，散发文化内涵
与艺术美感，通过文化与创意手段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可以为
农产品赋予活力与新生命。”该商铺负责人江珊告诉记者。

为了增加宁波农产品的美誉度和影响力，江珊从加拿
大回国后走访宁波各地农户，并和设计师一起设计了酥

饼、酱烤猪头、桃花酒、草莓酒、芝麻糖等宁波特色农产品的
包装。

在宁波，油赞子有100多年历史。老宁波过年家里总
要备点油赞子。在东鼓道美食区，奉化特色非遗美食油赞子店
铺里，油锅“嗞嗞”地冒着泡，师傅董行培抄起大漏勺，一条条柔
软的“小麻花”滚进热油里，翻了几个身，不消多时便起锅上架。

“过年前后大家都忙着备年货，我们把场地搬近城区，
现做现卖。”作为油赞子制作工艺奉化区非遗传承人，董行
培自豪地对记者说：“如今老手艺手工制作油赞子不多了，
很多宁波城里人专门跑到乡下来买。手工制作的油赞子与
机器制造的多有不同，机器制作出来的油赞子容易空心，味
道也不如手工制作的酥脆好吃。”

记者看到，除了传统的甜、咸口味，还有冰糖油赞子、椒盐
油赞子、无糖油赞子、油果等，适应现在年轻人的多样口味。

乡下年货搭电商平台

农产品“换装”成抢手货

农产品卫生安全有保障有关年货话
题，读者可以扫
码二维码关注后
留言。

我市网络订餐
智能监控平台3.0正式上线

个税专家团队进企业辅导

东鼓道一家农产品伴手礼店吸引了不少游客和市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