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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
人员表示，自2017年起，原省食
药监局便开始在食品生产领域推
进食品安全电子追溯体系，并且
已实现白酒和食品添加剂生产企
业、乳制品生产企业基本或所有
产品全覆盖。目前，餐饮环节加
入该追溯体系的单位主要是学校
食堂、集体用餐配送单位和特大
型餐饮单位。鉴于食品品类繁
多，在末端餐饮环节全面建立食
品追溯体系条件尚不够成熟。现
阶段，也鼓励部分有条件的入网
餐饮单位参与省局追溯体系试点
工作。

针对网络餐饮这一新兴业
态，2018年起原市食药监局通过

“抽查+普查”“线上+线下”相结
合的方式加强入网餐饮单位资质
审查；约谈美团、饿了么、滴滴等
三家网络订餐第三方平台，要求

企业开展自查自纠；多部门协作，
形成网络订餐监管合力；严厉查
处违法违规行为。2018年以来，
共对入网食品经营单位的不规范
行为实施警告9起，责令限期改
正31起，立案查处网络食品案件
23件，罚没款23.58万元。今年，
梁溪区等基层市场监管部门还对

“外卖一条街”进行了拉网式清
查，坚决关停环境卫生严重不合
格餐饮单位。

今后还将加强引导，推动网
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管线上线
下联动，形成网络餐饮服务食品
安全社会共治局面。鼓励更多网
络订餐第三方平台和入网餐饮服
务单位实施“互联网+明厨亮灶”，
让消费者直观了解食品加工操作
情况。

（晚报记者 黄孝萍、潘凡/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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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尖上的监管 有颜值有智慧
民以食为天，从农贸市场到餐饮业后厨，关系到民生大计，也牵动

着政协委员们的心。在去年的两会上，他们纷纷就此建言献策，认为农
贸市场和餐饮市场也要颜值与智慧并存，一年来，与百姓餐桌息息相关
的菜市场提升和“互联网＋”餐饮业监管工程实施如何，记者跟随去年
的提案项目，深入现场感受这一年的变化。

去年两会上，褚一波
委员提出了《关于市区农
贸市场改造提升工作的
建议》的提案。他提出，
城区部分农贸市场依然
存在设施老旧、周边市容
环境差、购物体验差等情
况；新建小区周边缺少农
贸市场配套；无证市场管
理乏力；农贸市场的公益
性属性体现不足。为了
让市民能够“舒心地逛、
开心地买、放心地吃”，他
建议优化农贸市场网点
布局，高标准推进农贸市
场标准化改造，强化农贸
市场长效管理，积极推进
农贸市场公益性试点改
革，加大政策和财力扶持
力度，力争实现农贸市场
管理上品牌、安全有保
障、市民得实惠。

70岁的顾湘英在学前街农贸市场
做了20多年生意，这个昔日扬名乡金星
村出身的农家女子头脑灵活，30年前就
来这里提篮卖菜。“那时候我们都有蔬菜
田，自己吃不完就来市里卖”，顾湘英说，
一开始，这里根本没有菜场，大家都站在
露天，忍受夏日的酷暑、冬日的寒风。她
很感慨，“从马路市场变成真正的菜场，
卖菜再也不用那么辛苦了”。而7号摊
位的陆去粉是个夫妻档，现在的摊位面
积比原来翻了一番，经营的蔬菜有五六
十种，顾客选择余地大了。摊位打出的
收据上，可以看到价格和供应商，并通过
溯源系统查到产地等信息，顾客在这里
买菜更放心。

该市场法人代表徐玉萍介绍，学前

街农贸市场建造于1993年，规模并不
大，但由于时间久远，许多设施已非常陈
旧，进门的光线也很暗淡，顾客的体验很
不好。2019年2月起，他们投入350多
万，对整个市场进行整体改造，8月正式
对外开放。本次对各个区域进行了归
类，并增加了导视系统，蔬菜、水产、禽类
等一目了然。市场的下水道、化粪池、垃
圾分类处置器等也都重新设置，并完善
了喷淋等消防系统。市场内加装中央空
调，添置休息椅，领先于一般农贸市场。
当年夏天建成后，市场就变身为周边市
民纳凉的好去处，让顾客体验到商场的
感觉。检测室里也层层把关，守护好市
民的饮食安全。从改造后的情况来看，
客流量增加了20%-30%。

无锡市商务局工作人员表示，
2019年，市区共完成学前街、小木桥、
朝阳锡澄路、里国、钱桥、桥北、泰康、
南泉、鸿声、周新等10家农贸市场改造
提升，改造面积3.3万平方米，带动社
会投资1亿元，全面完成市政府下达的
为民办实事目标任务，同时提前一年
完成“十三五”改造36家农贸市场的目
标任务。

据统计，2016年至今，市区共完成
改造农贸市场38个，改造面积累计达
13万平方米，带动社会投入约4亿元，

受益群众80多万人。曹张、黄巷、稻
香、小桃园等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老
大难”农贸市场得到全面升级改造，也
涌现出小木桥、果色花香、周新等一批
极具特色的智慧市场，市民对农贸市
场的总体口碑也有了明显改善。

从2020年起，职能部门还将连续
对市区范围内未达标农贸市场进行标
准化改造，改造不少于33家农贸市场，
力争到2022年底市区农贸市场标准化
率达到100%。同时，还将建立农贸市
场综合管理平台，推行智慧监管。

餐饮联网：为上万家单位监管装上“智慧眼”

去年两会上，唐红委员提出
网络餐饮存在两大问题，一是线
上“高大上”与线下“脏乱差”反差
不小；二是订餐便捷与维权艰难
矛盾突出。随着食品行业“潜规
则”形式的日趋变化和网络订餐
规模的加速膨胀，网络订餐食品
安全管理的监管却跟不上现实需
求。因此，亟待加强网络订餐全
过程信息追溯管理。唐红建议，
应当完善监管的法律法规体系，

国家和江苏省已出台相关办法，
无锡作为网络餐饮服务发达的城
市也应出台相应的监管办法；通
过制定网络餐饮加工制作场地环
境标准，加强对供应商和入驻商
家线上与线下的经营资质、原材
料、生产方式、店面环境等监管，
建立一套完整的食品信息追溯系
统；还应整合多方力量，畅通投诉
举报渠道，发挥好群众和舆论的
监督作用来建立社会共建机制。

近日，记者随机走访了几家餐
饮店发现，一家港式茶饮店和捞面
店的厨房是开放式的，一家小吃店
是半开放式厨房，还有一家焖锅店
顾客可以自己涮煮，这几家店的厨
房都安装了摄像头。几家店铺工
作人员均表示，“我们的日常操作
都比较规范，安装摄像头对我们来
说没什么影响，该怎么做就怎么
做。但是顾客看到会比较放心，万
一出了问题也有证据。”顾客张女
士觉得此举很方便，在家点了外卖
后，通过手机就能远程实时查看后
厨，“以前总怕原料不好吃坏肚子，
现在看到商家公开了后厨，可以放
心了。”据滨湖区市场监管局工作
人员介绍，经过两三年的施行，“明

厨亮灶”越来越完善，消费者只需
打开“无锡市场监管”微信公众号，
点击“微服务”中的“明厨亮灶”就
可实时查看后厨状况。“除了方便
远程监管、事后取证，‘互联网+明
厨亮灶’最终目的是要让市民随时
可以看到厨房环境和烹调过程，约
束餐饮从业人员，使其规范操作。”

记者从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获
悉，截至11月底，全市共有10594
家餐饮单位建成“互联网+明厨亮
灶”。在网络订餐平台方面，市场
监管局此前已和“饿了么”平台合
作，近期还将与“美团”合作。今后
将继续扩大“互联网+明厨亮灶”
覆盖面，融入图像识别功能，自动
抓拍显见的食品操作不规范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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