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前，宁波正在争创国家食品安
全示范城市，将于今年11月底前接受
国家评估验收。为此，江北区主动出
击、提前部署，将迎检工作和日常监
管工作相结合，全面排查、整治食品
安全领域的突出问题，强化大检查大
抽检，落实主体责任，对商超、农贸
市场、高风险餐饮单位等地开展“地
毯式”排查，及时消除排查中发现的
食品安全隐患。

“红牛是保健食品，需要专柜存
放销售。”“每件商品都要明码标价，
没有标过的要标上。”近日，记者跟
随区市场监管局的执法人员对位于北
岸星街坊的一家文具店进行随机突
检。执法人员围绕“两证一照”、从
业人员晨检和培训、食品加工操作规
范设置、自律制度执行、环境卫生等
方面开展全面检查。

在日常监督检查的同时，区市
场监管局结合全年抽样目标和要
求，以城乡接合部副食店、大中型
商超等为重点场所，加大产品抽检
力度。近日，记者跟随执法人员来
到永辉超市，对韭菜、汪刺鱼、牛
蛙、黑鱼等 4个农产品进行了现场抽
检。“检测结果将及时汇总向社会公
布。对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
责任主体，执法人员将依法进行处

理。”区市场监管局食品流通监管科
相关负责人表示。

据悉，近年来，江北首创全员参
与、全程“背靠背”的食品抽检“硬
分离”模式，通过将食品抽检监测工
作中的抽样和检验两个重要环节进行
分离，建设现场抽样和实验室检验两
支专业化队伍，细化抽检过程管理，
打破了过去自抽自检的工作模式，大
大提升了抽样工作的权威性、公平
性。截至今年上半年，该局共开展执
法人员抽样1371批次，参与抽样执法
人员为 534人次，参与食品抽样执法
人员覆盖面达100%。

另外，在扫街排查过程中，区市
场监管局充分发挥基层食安办人员、
食品安全网格员的前哨作用，8个街
道（镇）相继制定出台党政领导干部
食品安全责任清单，全火力开展监
管，联合多部门将各类风险隐患消除
在萌芽状态，全覆盖扩大宣传，利用
展板巡展、LED屏、网格微信群、微
博、云课堂直播等多种方式，动员全
社会广泛参与，着力营造人人关心、
重视食品安全工作的社会共治氛围。
今年，我区共有外滩街道、文教街
道、甬江街道、前江街道等 4个街道
创建三星级街道食安办，现场评审工
作已全部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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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田间到餐桌，“一码”全流程追溯

“地毯式”排查，
全力推进示范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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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示范创建为引领
全力保障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编者按：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近年来，江北
区始终把食品安全作为重要的民生工程和民心
工程来抓，将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作为
提高食品安全水平、保障群众身体健康和社会
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扎实推进“浙冷链”“浙
食链”“浙江外卖在线”等一系列市场监管领域
数字化改革，首创全员参与、全程“背靠背”
的食品抽检“硬分离”模式，通过源头治理、
全程监管、严格执法、社会共治，有效保障广
大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努力为宁波建设
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和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作出江
北贡献。

在山姆会员商店清河路店的进口冷
链食品销售区域，冰柜内所有在售的进
口冷链食品都贴上了“浙冷链”电子追
溯码，冰柜上摆放着追溯码的使用方
法。现场，市民陈先生正打开手机支付
宝 APP，熟练地扫描起牛肉外包装上的

“浙冷链”二维码，简单浏览信息后，便
安心地把牛肉放入购物车。“扫一扫就能
追溯商品来源，买得更放心。”陈先生
说。

从去年 6 月开始，针对多地冷链食
品包装检测出新冠病毒阳性的情况，区
市场监管局在全省首批开展“浙冷链”
赋码工作，积极推广“浙冷链”技术的
普及应用，推进企业信息应上尽上“浙
冷链”。据执法人员介绍，只要用手机

扫一下该码，就可以查询到商品的基础
信息、货物入境检验检疫证明、核酸检
测报告、商品消毒证明等信息，这样一
方面，实现明明白白消费，另一方面，便
于一旦涉疫食品流入能及时排查和溯
源。

在“浙冷链”保障进口冷链食品安全
的同时，江北正着手打造保护餐桌安全的

“浙食链”，成功将追溯闭环管理系统从冷
链食品扩展到了食品安全的全领域。

作为“浙食链”实施单位，宁波牛
奶公司引入了“自动喷码”设备平台，
通过在线喷码和印刷码相结合，实现了
数据在线接入。消费者用手机扫码牛奶
包装上的识别码后，就能看到牛奶的生
产加工状况，包括生产批次、生产日

期、产品条码等，还有完整的食品追溯
信息和出厂检验结果等。

据江北区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生产流通企业在食品流转过程中，
可以扫取“浙食链”追溯码作出入库管
理、完成流通环节交易等；执法人员在
日常监管过程中，可以扫“浙食链”追
溯码完成票证检查、流通链路追溯以及
食品安全风险处置等工作；若消费者遇
到购买的食品出现质量瑕疵，采购票据
又丢失，商家不予赔偿的情况，监管部
门可追溯食品流通链路，锁定出售商
家，维护消费者权益。下一步，区市场
监管局将持续加强宣传推广、应用培训
指导，逐步推动“浙食链”系统的广泛
应用，扩大食品安全追溯管理。

区市场监管局开展进口冷链食品专项检查。

点外卖看直播，“阳光厨房”眼见为实
最近，住在江北区洪塘街道的张女

士打开“饿了么外卖”APP点餐，发现在
商家页面里多了一个新板块“阳光厨
房”，点进“商家”信息页，可以看见商
家后厨正在直播，从食品入库到最后上
菜，整个流程一览无遗。

张女士看到的“阳光厨房”板块，
是今年7月刚上线的“浙江外卖在线”系
统。凡是接入系统的商家都会在订餐平
台拥有一个后厨的监控页面，实时向消
费者直播外卖制作过程。“外卖监管一直
是餐饮食品安全监管的痛点难点。”据区
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实时监控
实现了线上线下无死角监管，将食品安
全监管从政府职能部门“一双眼睛”变
成群众“无数双眼睛”，有效保障消费者

“舌尖上的安全”。
通过集中宣讲、上门倡导、联手通

信运营商等方式，区市场监管局高效推
进网络餐饮“阳光厨房”建设和落地。
第一阶段，区市场监管局以超任务数
160%的建设率，较好地完成了“阳光厨
房”建设任务。区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下一步，将针对难点商户、新
设商户以及其他不做外卖的“难、新、
散”商户，点对点进行电话沟通或现场
走访，全力提升安装率。

除了网络餐饮，校园食品安全也牵
动着广大市民的心。在江北区湖滨幼儿
园，每天中午 11 点，幼儿园的厨师就
开始忙碌起来，从食物的清洗、切制、
烹饪到餐具消毒等环节，食堂外面的液
晶显示屏上都可以清楚看到里面的一举
一动。“环境干净卫生，孩子吃得放
心，这也是学校对家长最好的交代。”
幼儿园负责人说，通过“阳光厨房”可

以实时监控食堂，如果操作人员不戴口
罩或不按流程处理食材，会立即要求整
改。

近年来，区市场监管局联合区教育
局共同推进校园智能阳光厨房建设。一
方面通过上门服务、集中培训等方式，
从操作展示、信息公示、视频信息等方
面对学校食堂进行“一对一”上门跟踪
帮扶，并指导学校做好日常维护管理；
另一方面对于需要自筹资金建设“阳光
厨房”的学校食堂，督促其开展项目招
标，实时跟踪安装进程，及时报送安装
信息。

截至目前， 123 家校园食堂都已纳
入“阳光厨房”平台，实现了全区校园

“阳光厨房”全覆盖建设目标，全面提升
了学生“舌尖上的幸福感”，打造真正看
得见的食品安全。

区市场监管局推进网络餐饮“阳光厨房”建设和落地。

区市场监管局开展“地毯式”食品安全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