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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近一年实践，这枚小小的“食安
码”发挥了怎样的“大”作用？

除了餐饮消费聚集的大商场，“食安
码”的身影也出现在一些街边小店。一家
面食小吃店的老板说：“社会监督员每次
检查情况都会输进手机里，我自己也扫码
看了，上次是黄码，压力肯定有的，马上
改，争取下次检查能够变成绿码。”

记者从奉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
到，以该区中心城区为重点，目前已完成
等级评定 10948 家次，其中，绿码赋码
2096家次，黄码赋码8020家次，红码赋
码832家次。

“绿码率由14%提升到19%，红码率
由15%降到7.6%。”王桂凤说，长期以来
存在的健康证、餐饮具消毒等老大难问题
得到明显改善。

“一店一码”也大大提高了监管的精
准性，及时发现和消除食品安全风险点。

“食安码”实行至今，市场监管执法人员已
累计发现无照经营企业3家，过有效期未
办证企业4家。

“食安码”虽然实行的时间不长，但已经
小有名气，王桂凤说：“前期像山东等很多省
份的同行也来询问过，希望能借鉴推广。”

王桂凤坦言，目前市场监管执法人员
的执法系统和“食安码”尚未完成对接，

“执法数据和结果还需要人工导入。下一
步，我们希望通过省级平台对接，实现数
据、信息的系统化。”

与此同时，在“食安码”的基础上，还将
结合农贸市场、综合体商铺等，进一步拓展
服务内容和功能，试点推出“放心消费诚信
码”，通过部门引导、社会协同、群众参与，
进一步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模
式，提升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
化。 记者 石承承 通讯员 应文侠/文

记者 崔引/摄

走进一家名叫“浅草君”的日料店，蒋
先生环顾四周，对照手中的《奉化区餐饮
服务单位现场巡查表》问：“店里倡导‘公
筷公勺’的标志有没有贴？”

在得到店长肯定的答复和指引后，蒋
先生说：“尽量不要把标志遮挡住。另外，
再送你们几包公筷，记得要用起来。”

蒋先生是一名社会监督员。目前，在
奉化中心城区的锦屏、岳林两个街道的主
要路段，活跃着13位社会监督员，负责
2000余家餐饮店的协助巡查。

根据规定，社会监督员每月对餐饮
店进行两次巡查，内容包括证照、人员管
理、场所环境、设施设备、防疫工作、垃圾
分类、标识张贴等，巡查结果第一时间录
入“食安码”后台，作为动态评价的重要
依据。

“近几年小餐饮市场主体增长迅猛，
有了第三方公益性企业派出的社会监督
员的参与，有效解决了执法力量不足的问
题。”王桂凤说，社会监督员上岗前要经过
培训指导和现场带教，巡查的内容也是

“通过仔细观察、细心留意就能发现的，专
业的食品安全检查仍由市场监管执法人
员来完成。”

随着“食安码”的推广，餐饮店被放到

显微镜下。而事实上，如果能做到始终保
持“绿码”，餐饮店收获的不止是消费者的
信任。

王桂凤说，“食安码”同时还具有强大
的服务功能，一方面可以对从业人员健康
证、疫情防控自查登记等事项进行线上备
案申报，实现服务高效；另一方面还会及
时向餐饮店推送行业最新政策、惠企助企
信息等，提高数据共享水平。

受疫情影响，2020年至今，餐饮行业
虽有阶段性复苏，但总体生意难做，记者
走访的两家餐饮店也“吐苦水”。他们可
能还没体验到的是，“食安码”也在为他们
谋求更多机会。

“我们会将那些‘表现好’，具有成长
性的餐饮店信息推送给金融机构，促成
银企融资合作，开拓餐饮行业普惠金融
市场资源。”王桂凤说，目前已收集并向
金融机构推送餐饮店贷款意向信息300
余条。

盘活社会力量，从“政府监管”向“社
会共治”转变；建立数据协作分享机制，从

“单一监管”向“监管服务融合”转变，数字
化的创新运用只有渗透到具体应用场景
中，满足政府、企业、群众的实际需求，才
能做实、做深。

不仅“码上查”，还能“码上帮”
匹配实际需求的数字化应用场景

从“食安码”到“放心消费诚信码”
探索建立整体“智治”体系

“吃饭前扫一扫，图个放心”，这是消费者口中的“食安码”；
“自己也会去扫一扫，知道哪些地方做得不够”，这是餐饮店家
眼中的“食安码”；“不仅减轻了执法力量不足的压力，还提高了
监管的精准性”，这是市场监管部门设想中的“食安码”。

从2020年开始，奉化区市场监管局创新推出“食安
码”，集合餐饮店、消费者、社会志愿者、政府部门多方力量，
融合技术监管、社会共治、信用监管于一体，构建食品安全
治理网络，提升食品安全监管效能。

1月29日上午，奉化区万达广场四楼，“妈妈
菜”餐饮店门口，一名消费者正准备进店，看到贴
在店门口的“食安码”，习惯性掏出手机扫一扫。

“叮”一声，一张开怀大笑的绿脸出现在手机
屏幕上，上面还有两个醒目的大字“良好”。

一旁，店长张是聪暗暗松了口气。这张绿脸就
像是无形的广告，告诉消费者店里的环境卫生、食
品安全是整洁、规范、安全的，可以放心进店“干饭”。

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一直深受社会各界
关注，特别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消费者担心

“在外面吃饭安不安全”，餐饮店操心“怎么才能让
人放心来吃饭”。

在这样的背景下，奉化区于2020年初创新推
出“食安码”，通过20项类检查内容量化评分，按当
前检查得分进行分级，以绿、黄、红三色代表不同
等级的食品安全状态，“绿码”表示良好，“黄码”表
示一般，“红码”表示较差，分级实行动态更新。

“原理就跟平时用的‘甬行码’一样。”奉化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服务监管科的王桂凤说。

据统计，奉化区目前有登记在册的餐饮店
6000余家，已有超过3800家的信息接入“食安码”
后台，其中，在店里张贴“食安码”的有2572家。

“妈妈菜”是较早张贴“食安码”的餐饮店之
一。尽管一直以来动态评价都是绿色，店长张是
聪却不敢有丝毫松懈，因为消费者除了能看到动
态评价等级，还能看到历次检查记录，任何一个小
细节的疏漏都可能让他掉头就走。

平日，张是聪也会时不时扫一下店里的“食安
码”，一来“看到绿码就放心了”，二来也想从检查
记录中找不足，“旁观者清，能看到很多自己看不
到的问题。”

虽然“压力山大”，张是聪还是挺欢迎“食安
码”的，尤其是在疫情防控不断加强的当下，生意
难做，“更要注意卫生和安全。”

“干饭”放心，“做饭”用心
数字化为食品安全赋能

奉化“食安码”
用数字化为食品安全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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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监督员(左)的参与，有效解决了执法力量不足的难题。

在奉化万达广场，“食安码”就贴在餐饮店进门
最显眼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