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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遥观镇大润发商圈逛吃一圈，可以发现，
每家餐饮店都张贴了食品安全监督信息公示牌，
店铺后厨都装有摄像头，可实时监测。

在热闹街区，食品安全时有“爆雷”。去年，
经开区将遥观镇大润发商圈、戚墅堰街道牌楼巷
等 6个人流量较大的街区打造为餐饮质量安全示
范街区。“运用数字技术等信息化手段，在街区
推行‘阳光餐饮’，把后厨环境‘搬’上屏幕。”
丁伟介绍，消费者可以登录“我的常州”App，
随时查看后厨情况和监管记录。

食品安全还乘上了“智慧快车”。常州市津津
乐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豆制品加工流水线
引入了新的自动化设备，优化了磨浆、煮浆、自
动定量点浆等工艺流程。“软硬件升级，都是为
了项目做准备。”公司总经理乔峰说。

今年，经开区在全市率先探索科技创新赋能
食品产业发展，拟定 7个揭榜挂帅项目。得益于
此，8月，津津乐与南京工业大学签署了科技赋
能食品安全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以技术交流、
技术支持的形式，加强食品安全领域协同攻关。

鉴于食品安全科技创新的良好基础和氛围，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横山桥百叶”列为苏南唯
一、全省跟踪扶持的三大特色食品产业之一。

开展小餐饮“三心”厨房规范提升行动；推
进小餐饮分型分类示范引领治理试点项目，围绕
病媒防控、环境卫生等方面展开培育升级；加强
“市场监管 +网格”管网共治监管模式……从“吃
得安全”到“吃得健康”，经开区始终在努力。

闫洪亮 记者 诸丽琴 戎易

2015 年 5 月，针对食品
药品安全监管，“四个最严”
要求首次提出。2019年 5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改
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
发布，对加强食品安全工作提
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舌尖
上的安全”，2021年 3月，经
开区启动“江苏省食品安全示
范区”创建工作，推出“经开
食悦”食品安全宣传品牌，并
与江阴市、无锡惠山区建立毗
邻地区食品安全共治机制。
“和周边率先创成省级食

品安全示范县（市、区）的地
区定期研讨、信息共享、信用
共建、监管互动、应急联动
‘五步共进’，打破行政区划监
管壁垒。”经开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食品安全监管和综合协调
科科长丁伟说。

共治之下，一家家小作坊
开启了“后厨革命”。遥观镇
玉螺泉酒坊百余平方米的空间
被精心划分成更衣室、原料

间、罐装室、发酵区等区块，
员工们全部统一服装、持证上
岗，曾经的家庭小作坊“改头
换面”。
“酒类小作坊竞争激烈，

消费者往往倾向于大品牌的产
品。”玉螺泉酒坊传承人张伟
明告诉记者，2021 年，酒坊
被区市场监管局列为重点培育
对象，通过把关原材料采购、
管控现场制作、更新硬件设备
等多个环节，一跃成为省级
“名特优”食品小作坊。

2021年—2022年，全区
累计培育 10 家省级“名特
优”食品小作坊、3家省级食
品安全示范小作坊、3家市级
“名特优”食品小作坊，助其
管控食品质量、搭建销售平
台。
“依托毗邻地区食品安全

高质量发展共建共享区，以玉
螺泉甜白酒、横山桥百叶、沙
裕昌变蛋等为代表的经开特色
美食远销省内外，好味道‘走
出去’。”丁伟说。

毗邻共治 “名特优”远销省内外

擦亮招牌
“菜篮子”装满“放心菜”

为了让“江苏省食品安全示
范区”的“金字招牌”更加闪
亮，2022 年以来，经开区打出
精准“组合拳”。
“买完菜就有小票，只要扫

描上面的二维码，就能知道菜的
来源，吃起来更加放心。”潞城
街道蔚蓝集市，周边居民周绕荣
前来采购。这里不仅所有摊位都
有电子“身份证”，还可以打印
“追溯小票”，知晓农产品“健康
状况”。

农贸市场改造是全市重要民
生工程。2007年起，全市建成
区内所有农贸市场开始分类分期
改造，进行全面升级。2022年，
经开区推出农贸市场两年升级计
划，9家农贸市场已升级成为安
心、舒心、省心的“三心菜场”。

如何把牢农产品流入市场的

最后一道关卡？从“食品快检”
破题。

去年 1月，经开区食品安全
快速检测中心成立，可快速检测
农药残留、兽药残留、非法添加
等 10余项指标，单日最高可对
400个样本进行检测。

每天早晨，河苑综合市场负
责人张振东都要抽取 5种蔬果送
往区食品快检中心。不到 1 小
时，快检结果就出来了。“入秋
后，菠菜、芹菜等蔬菜需求量
大，易有农药残留。”张振东告
诉记者，每日进入市场销售的食
用农产品，符合要求方能流通。

若快检筛查发现不合格样
本，如何管控？“快—法联动”
食品安全监管机制形成，实现
“1小时内快检出结果—30分钟
内完成复检确认—2天内上报法
检结果”的全链条监管。“食品
安全‘快—法联动’”和“一般
以下食品安全应急处置指南”两
项规范立项常州市地方标准。

连续多年，经开区食品安全
满意度稳居全市前列。去年全省
对 17 个省级食品安全示范县
（市、区）开展跟踪评价，经开
区综合得分全省前三。

58岁的王芳，2000 年搬家到戚墅堰街道工房十
区，见证了家门口五益菜场的三次变化———第一次，
“水泥地”变“瓷砖地”；第二次，瓜果时蔬、鱼虾肉
类按区分布；第三次，每个摊位统一安装了电子屏，
农产品的进货渠道、检测信息等一目了然。
“高龄”菜场焕新升级的同时，“小作坊”蝶

变“名特优”、食安监管从“单兵作战”变“联合
共治”等举措协同发力，2022年 4月，常州经
开区获评第六批省级食品安全示范县（市、区），
成为全省首个获评的省级经济开发区。

时至今日，从田间到菜市、后厨到餐桌，
一套全链条、全覆盖、全方位的治理体系已
然形成。

创新破难 “科技芯”赋能“食安城”

玉螺泉酒坊罐装室

食品快检

五益菜场

“三心”厨房培训

食品安全科技项目合作座谈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