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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故事

地方资讯

《河南省公共信用信息目录》发布

舆情参考轻松一扫 “浙食链”让食品监管连起来
浙江省全面推动食品生产经营主体进货查验记录全程电子化、食品追溯链条清晰化，

实现“一码统管、一库集中、一链存证、一键追溯、一扫查询、一体监管”6项功能

一个馒头5毛钱 16年没有涨价

收集个人信息不能再任性而为

广西柳州B级信用企业成飞行检查重点对象

□ 郑铁峰

3月 15日，在浙江省杭州

市物美超市望江店，王女士挑

选了一瓶美丽健牛奶，和以往

的外包装不同，她发现牛奶瓶

身上增加了一个二维码，拿出

手机扫描后，界面上清楚地显

示了牛奶的生产加工状况、监

督抽检结果和合格证明、消毒

证明等信息。“扫码之后，感觉

很放心。”王女士表示，“没想到

一个小小的二维码，居然能

展示这么多产品信息，希望

日后能有更多的食品种类纳

入进来。”

让消费者充分获得知情

权，这就是刚上线的“浙食

链”系统想给消费者带来的

“安全感”。

联通“信息孤岛”

日前，《中国消费者报》记

者从浙江省市场监管局举办的

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系列活

动启动仪式上获悉，浙江省食

品安全追溯闭环管理系统（以

下简称“浙食链”系统）正式上

线运行。

据介绍，为加快食品安

全追溯体系建设，浙江省市

场监管局在“浙冷链”的基础

上，经过近 5 个月的集中攻

坚，组织开发建设了“浙食

链”系统。“浙食链”系统归集

了食品从田头（车间）到餐桌

全过程生产流通交易数据，

全面整合原有食品安全信息

化系统，联通“信息孤岛”，推

动食品生产经营主体进货查

验记录全程电子化、食品追

溯链条清晰化，打造食品安

全“1266”全链条闭环管控体

系，即建立 1 个追溯链条，围

绕食品安全“从田头（车间）

到餐桌闭环管理、从餐桌到

田头（车间）溯源倒查”2个目

标，构建“厂厂（场场）阳光、

批批检测，样样赋码、件件扫

码，时时追溯、事事倒查”6个

应用场景，实现“一码统管、

一库集中、一链存证、一键追

溯、一扫查询、一体监管”6项

功能。

食品安全追溯利器

“浙食链”系统到底怎么使

用呢？据介绍，消费者可以通

过支付宝或者微信扫一扫食品

包装上的“浙食链”二维码（即

“浙食链”追溯码），就能够了解

该食品的生产加工状况、工厂

自检结果、监督抽检结果、食用

农产品产地和合格证明、进口

食品检疫和消毒证明等。若该

食品在监督抽检中判定为不合

格，监管部门会在“浙食链”系

统召回该批次产品，警示消费

者避免食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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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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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成全链条闭环管理

“浙食链”系统共构建“厂厂

（场场）阳光、批批检测，样样赋

码、件件扫码，时时追溯、事事倒

查”6个应用场景。通过集成创

新，所有应用场景功能集中在浙

里办、支付宝、微信小程序和浙

政钉4个App端口输出，食品生

产经营单位、消费者、执法人员

可以根据需要选择其中一个端

口使用系统功能。

“厂厂（场场）阳光”，用人

工智能、物联感知等先进的数

字化技术对食品生产单位和种

养殖农场的生产加工过程和质

量安全管理情况进行管控。

“批批检测”，通过将食品

生产单位每批产品出厂检测数

据上传“浙食链”系统，实现出

厂检验管理标准化、智能化和

电子化。

“样样赋码”，按照统一编

码规则对食品进行“浙食链”追

溯码赋码，形成食品全链条追

溯的唯一性标识。

“件件扫码”，在食品生产、

流通和销售环节通过扫取“浙

食链”追溯码，关联和归集各环

节食品安全关键信息。

“时时追溯”，消费者、生产

经营者和监管者通过系统授权，

可查询追溯食品生产、流通直

至消费的全程流转链条，分析

食品来源和流向等追溯信息。

“事事倒查”，出现食品安

全监督抽检不合格等情况，能

迅速通过系统关联匹配产品流

通链条，向属地监管部门推送

问题食品相关信息，发布召回

指令，确保监管部门食品安全

风险处置“有着落、处到位”。

可实时“一键追溯”

“浙食链”系统是对以往传

统分段监管理念的颠覆，以数

字化改革实现了监管流程再造

和系统性重塑，加快了食品安

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的进程。

让食品消费者充分获得知

情权。消费者可轻松“一扫查

询”，获得食品的产地、生产加

工、检验检疫等信息。若食品

在监督抽检中被判定为不合

格，监管部门会发布召回信息，

警示消费者避免食用。

让生产经营主体提升管理

水平。“浙食链”系统能为食品

生产企业提供人员管理、过程

管控、出入库登记、电子索证索

票等数字化管理，减少流通环

节中的纸质票证和检测报告流

转。当出现问题食品时，企业

可通过系统查询原料来源、生

产状况，产品库存、销售情况，

分析原因并主动召回产品。

让监管部门提升风险处置

能力。监管部门可实时“一键追

溯”，迅速精准定位问题企业及

存量产品全量信息，及时核查处

置，向社会公众和企业发出预

警，防范和化解重大食品安全风

险。监管人员可以扫取“浙食

链”追溯码完成票证检查、流通

链路追溯等日常监管工作。

据悉，建设应用“浙食链”系

统已被浙江省政府列为2021年

十大民生实事之一，今年将实现

浙江省内5000家以上食品生产

经营单位接入“浙食链”系统。

浙江省市场监管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浙食链”系统的建

设应用是市场监管部门落实省

委省政府关于建设“整体智治、

唯实唯先”现代政府，全面推进

食品安全领域数字化改革的具

体行动，有利于落实食品生产

经营主体责任、有利于加强食

品安全源头控制、有利于快速

有效处置食品安全风险、有利

于保障消费者知情权、有利于

增强公众食品消费信心，对加

快浙江省食品安全工作从“事”

到“治”“制”“智”的转变，实现

食品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下一步，将持续迭代升级，根据

消费者、企业实际需求和监管

实际需要进一步扩充应用内

容，服务社会大众、方便企业办

事、提升监管效能，将该系统打

造成为全国食品安全追溯的

“标杆工程”。鼓励广大消费

者、食品生产经营单位积极参

与“浙食链”系统应用，共同维

护“舌尖上的安全”。

本报讯 近日，广西壮族

自治区柳州市市场监管局对全

市449家持有《医疗器械经营

许可证》的经营企业开展信用

等级评定，评定为基本守信（B

级）的企业将成为2021年医疗

器械飞行检查重点对象。

柳州市市场监管局结合

2020年度企业的监督检查、行

政处罚等情况，经过初评、公

示，最终评定守信（A级）企业

392家，基本守信（B级）企业

57 家，无失信和严重失信企

业。柳州市市场监管局还将此

次信用等级评定结果运用到

2021年经营企业分类分级监

管计划中，将对评定为基本守

信（B级）的57家医疗器械经

营企业通过提高监管级别、增

加监管频次依法实行从严监

管，并列为2021年医疗器械飞

行检查重点对象。未按规定在

2020年底前提交年度自查报

告的55家第三类医疗器械经

营企业，将全部移交属地县

（区）市场监管部门依据《医疗

器械经营监督管理办法》予以

处理，以达到惩戒警示的效果。

柳州市场监管局有关负责

人表示，在医疗器械经营企业

中开展信用等级评定，是推动

企业自主强化主体责任，树立

质量安全管理意识的一项重要

举措。未来将继续加大信用监

管宣传警示力度，提高企业和

社会的参与度，通过强化信用

监管加大惩戒力度，促进企业

主体责任的全面落实，营造规

范有序的医疗器械经营环境。

（顾艳伟）

□ 岁正阳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

四部门近日联合发布《常见类

型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必要个

人信息范围规定》（以下简称

《规定》），明确了地图导航、即

时通信、网络购物等39类常见

App必要个人信息范围，瞄准超

范围收集用户个人信息问题。

新规为App划出底线、明确

红线，释放出一个清晰的信号：

收集个人信息不能再“任性乱伸

手”，不能想要多少要多少。

长期以来，一些 App 过度

收集个人信息、强制索要用户

授权令人深恶痛绝。比如，看

个天气预报也要用手机号登

录、编辑个文档也要提供麦克

风权限，不知不觉中，用户的隐

私被不断“偷窥”。

《新京报》发表的评论表

示，四部门此次发布新规，为

App个人信息收集范围画出红

线，再次强调了“最小必要”原

则，无疑是对近年来 App 违规

收集个人信息乱象的针对性治

理，进一步维护了用户在网络

空间的合法权益。

值得注意的是，《规定》明确

了39种常见类型App的必要个

人信息范围。有些App需要必

要个人信息，有些App根本不需

要必要个人信息。《规定》列举出

不需要必要个人信息就可以提

供业务的App有13类：女性健

康类、网络直播类、在线影音类、

短视频类、新闻资讯类、运动健

身类、浏览器类、输入法类、安全

管理类、电子图书类、拍摄美化

类、应用商店类等，以“运动健身

类”和“网络直播类”为例，前者

的基本功能服务为“运动健身训

练”，无须个人信息，即可使用基

本功能服务；后者的基本功能

服务为“向公众持续提供实时

视频、音频、图文等形式信息

浏览服务”，也无须个人信息，

即可使用基本功能服务。

对此，浙江大学教授、博

导，南京邮电大学数字经济战

略与法治研究中心主任王春晖

提出建议，消费者要在下载和

使用 App 时，一定要分清哪些

App 需要必要个人信息，哪些

App 根本不需要必要个人信

息。即使App需要必要个人信

息才能实现其功能和服务，我

们也一定要清楚，“必要个人信

息”一定是保障 App 业务功能

正常运行所需要的最少够用的

个人信息，App超范围收集个人

信息是一种违法行为，应当向

监管机关反映和举报。

针对如何加强监管，新华

网发表的评论提出“两个必

须”，一是必须加强动态监管，

创新监管手段。移动互联网发

展日新月异，几百万款 App 在

不断更新迭代，相关部门要及

时跟进市场最新情况，提高技

术检测能力，实现监管前置，防

止一些App钻空子、打擦边球。

二是必须加大处罚力度，

提高违规成本。针对侵犯用户

隐私权的App，该整治的要及时

整治，对拒不接受整治的要坚

决下架，紧盯反复出现问题的

“重点”App，让处罚真正见到实

效，避免“不痛不痒”。

收集用户信息不能任性而

为，这是法治社会的必然要

求。App运营者要尊法而行、合

规经营，保障用户在网络空间

的合法权益，在法治轨道上谋

求自身的长远发展。

□ 张 婧

天还蒙蒙亮，湖北省十堰

市人民路富康小区一家馒头店

已经忙得热火朝天，热腾腾的

蒸汽，伴随着面粉的自然香味，

将城市唤醒。

不一会，白乎乎、胖墩墩的

大馒头就出锅了。此时，店门

口也排起了长队。

这样的景象似乎成了人民

路一道特定的风景，因为用料

实诚，这家馒头的味道和口感

深深印在了十堰人的心里。

诚以待人，信以立身。16年，

一个馒头5毛钱，从未涨价，这家

店始终坚持良心做产品，依靠诚

信经营，把生意越做越红火……

诚信经营，获得群众
交口称赞

“富康小区有家馒头店真

是讲良心，5毛钱一个馒头，好

吃又有嚼劲，十几年没涨价，从

不添加乱七八糟的东西进去！”

市民钟先生说。

3月22日早上7时30分，

《十堰晚报》记者来到这家位于

人民路富康幼儿园对面的河南

老面馒头店，只见门口围满前

来买馒头的居民。

附近居民夸赞馒头味道

好，十几年没涨价。

“这家馒头好吃，我吃了十

几年，小孙子也特别喜欢吃！”

“十几年没涨价，这两口子

真是不容易。”

“给我来20个馒头，我专门

从红卫跑来买的。”

……

摞起来一人多高的十几层

馒头笼屉，格外引人注意。

店门口热闹喧腾，大清早人

气就很旺！十几层长宽一米见

方的大笼屉整齐排列，非常显

眼。一个个白白胖胖的馒头，看

着特别喜人，缕缕白烟飘散开

来，透出浓浓的市井烟火气息。

夫妻携手，一天能卖
2000多个馒头

记者了解到，这是一家夫

妻店，今年40岁出头的李伟厂、

卢华芳两口子，既当老板又是

小工。每天凌晨2点，李伟厂先

起床和面，2点半卢华芳也开始

一起做馒头。一天蒸两锅馒

头，一次1000多个，一共2000

多个，清晨5点半出一锅，8点

半再出一锅。除了店售，还往

城区一些超市配送。

8时许，送孩子上幼儿园的

家长基本都买完馒头走了，

李伟厂拿起拖把，抓紧时间把

店内卫生打扫一下。

趁着两波店售高峰中间的

空当，李伟厂抓紧时间打扫卫生。

没一会，送完馒头的卢华

芳开着三轮车回到店里，李伟

厂赶紧放下拖把，迎上前去关

心道：“冷不冷？喝口热水先歇

歇。”还没等坐下，来了几位老

人买馒头，卢华芳赶紧拿塑料

袋去装。她对每位顾客都是笑

脸相迎。

8点半，第二锅馒头出锅，

一位男邻居赶紧过来帮忙，和

李伟厂配合着搬卸笼屉。一满

屉馒头加上笼屉本身重量，约

有一二十公斤重。

随着馒头出锅，夫妻俩又

迎来第二波售卖小高潮。一位

老奶奶笑着告诉记者：“他们家

的5毛馒头我吃了十几年，我知

道这个时间出锅第二笼热馒

头，所以特意卡点来买。”

心怀感恩，坚持把
5毛馒头做下去

2005年，夫妻俩从河南老

家到十堰开店卖馒头，“那时没

经验，馒头做得大小不一没卖

相，多亏邻居不嫌弃。听说我

们是外地来的，还主动照顾生

意，才让我们能把店开到今

天。”卢华芳告诉记者，这16年

来，一袋20公斤的面粉，从60

元卖到了100多元，但来买馒

头的都是熟客，店里的馒头还

是按5毛钱一个的价格卖。

来买馒头的大部分都是熟

客，认定了这家店。

“我们做人做生意都得有

良心，就是图个薄利多销，挣个

生活费。”9时许，卢华芳抽空啃

了个馒头，从凌晨2点半忙到现

在，六七个小时过去了，她才刚

顾上吃早饭。接下来，就是两

人各开一辆三轮车，分头给超市

送货，一直要忙到下午2点半

左右。

夫妻二人分装馒头，还要

为超市送货。

夫妻俩一起忙活，起早贪

黑，勤劳肯干，心怀感恩，靠着

做馒头的手艺，努力开起一个

店，共同支撑一个家。

夫妻俩共同经营着这家小

店，共同经营着小家，内心满足

而幸福。

李伟厂话少，但他很欣慰

地说：“我们从河南来到十堰生

活，就是想着湖北的教学质量

好，对孩子好。现在大儿子上

高中，小儿子上小学，成绩都很

不错，只要两个孩子将来能有

出息，我们就是再辛苦也值

得！十堰是我们的福地，只要

面粉价格在承受范围内，我们

就会坚持把5毛馒头做下去！”

本报讯 日前，经河南省

政府同意，《河南省公共信用信

息目录》已正式印发，这是河南

省率先在全国探索开展覆盖省

市县三级的统一公共信用信息

目录编制和归集共享。

据介绍，编制全省统一的

公共信用信息目录是推进社会

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前提和基

础。《河南省公共信用信息目

录》不仅明确公共信用信息“有

什么”“谁提供”“如何共享”等

内容，而且基本实现了“横向到

边、纵向到底”，覆盖42个行业

领域和 6 个公用事业领域，

7300个权责清单和公共服务

事项清单；分为基本信息、业务

信息、司法信息、行政执法信息

等七大类，登记信息、教育信

息、资质资格信息、司法判决信

息、行政许可信息等40多个子

类，为促进信用信息跨部门跨

区域共享共用夯实基础，也为

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

环境、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支撑。

河南省发改委将实时跟踪

监测各地各部门信用信息报送

情况，适当增加信用信息归集

共享工作在依法行政考核、营

商环境评价、政务诚信监测等

考核评价工作中的指标权重，

促进公共信用信息高效归集

共享。 （栾 姗）

安徽宁国集中安徽宁国集中销毁逾销毁逾44亿元假冒香烟亿元假冒香烟
日前，安徽省宁国市警方联合市烟草部门集中销毁案值4亿元的假冒香烟。图为办案民警清

点涉案假冒香烟。 高 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