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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购买的蔬菜是否农残超标?

您就餐的饭馆是否健康卫生? 您

爱吃的水果是否可以溯源? 日前，

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发建设的

宝鸡市“互联网+ 食品安全”智慧

监管系统正式上线运行，一个科技

赋能、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智慧

监管系统应运而生。

该系统的开发运行是我市创

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以来，加

强食品安全监管能力，提升监管效

率的创新性举措。该系统功能强

大，操作便捷，市场监管部门执法

人员、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和市民群

众，只需一部手机，就可在线观看

食品加工过程、发布风险预警、实

现供销追溯、生成食安报告、制作

电子台账、加强企业管理、开展监

督点评等。   

打造社会共治共享智慧监管新模式
目前，我市共有食品生产加

工经营主体 4.5 万户，数量庞大。

我市和全国其他城市一样存在基

层市场监管部门监管力量与监管

体量不匹配、餐饮企业主体责任

意识不强、从业人员专业素质低、

社会公众参与度不高等问题。随

着各种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的

出现，食品安全风险日趋多样化，

传统的监管手段已无法满足新时

期食品安全风险治理需求，各业

务系统繁多、信息共享难等问题，

也一直是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难

点和堵点。

从 2015 年起，国家食品药品

监管总局开始在全国推广“明厨亮

灶”工程。

2019 年 3 月，国务院食安办

会同有关部门开展“校园食品安全

守护行动”，要求建立健全长效机

制，守护好校园食品安全，并提出

2019 年学校食堂推行“明厨亮灶”

的比例要达到 70%。

2019 年 5 月，中共中央、国务

院发布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

全工作的意见，提出要落实“四个

最严”，以确保人民群众舌尖上的

安全，并提出推广“明厨亮灶”餐饮

安全监管的要求。

2020 年，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印

发《餐饮质量安全提升行动方案》，

要求高标准建设好各地的“互联网

+ 食品安全”监管系统，督促餐厅

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切实保障

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如何破壁垒、解难题？怎样提高

监管效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给出

了答案——向科技要效率、向智慧要

效能，运用信息化工具蹚路子！

今年 8 月，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开发建设了宝鸡市“互联网+ 食

品安全”智慧监管系统，运用“互

联网+ 监管、智能化+ 监管、一体

化+ 监管”的设计理念，让餐饮安

全监管更加精准、高效，实现“职

能倍加、人员倍减、效率倍增、业

绩倍优”的工作目标，打造了政府

监管、企业自律、百姓参与的“三

位一体”社会共治共享智慧监管

新模式。

食品安全监管有了“最强大脑”
“互联网+ 食品安全”智慧

监管系统有啥作用？都有哪些功

能？社会公众可以通过哪种方式

参与？

“‘互联网+ 食品安全’智慧

监管系统是运用‘互联网+’思

维，将物联网、AI 智能、大数据

分析等新技术与食品安全监管融

合的产物。”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科

技信息科科长肖武奇一语道出了

其中的玄机。据了解，该系统由一

个中心（食品安全监管大数据中

心），四个平台（明厨亮灶视频监

控平台、智慧监管服务平台、企业

服务平台、社会共治服务平台），

三个端口（监管端、企业端、公众

端）组成。

监管端主要用于日常监管。市

场监管部门执法人员登录监管端

后，可点击视频监管，随时查看食

品生产经营企业后厨加工操作情

况，还可查看经营主体的相关信

息，进行账号管理、台账监管、物联

监管、视频分析和监督抽考。

企业端主要用于企业加强自

身食品安全监管工作。食品生产经

营企业工作人员可以在企业端填

写电子台账和食安报告，加强企业

管理、从业人员健康管理、溯源管

理、合作商管理、添加剂管理和菜

品管理。系统将根据约定的规则将

每天的数据进行分析统计，并生成

相应的食安自查报告传送给企业

负责人。还将根据工作需要，将企

业部分数据有针对性地传送给上

级监管部门和社会公众，实现企业

风险的及时把控监管和信息数据

的阳光公示。

市民群众要想参与食品安全

监管工作，可登录公众端，依次点

击信息公示、视频查看、监督点评

和“你点我检”，查看餐饮单位的

位置、菜谱、营业资质、量化分级

和日常检查记录 ；观看后厨食品

加工制作是否规范 ；可以以留言、

图片、视频的形式对商户的服务、

菜品等进行评价，并将评价和发

现的问题随时发送给市场监管部

门进行处理。除此以外，市民群众

还可参与“你点我检”，选择要检

查的食品类别，执法人员定期会

对投票高的食品类别进行检查，

并将结果对外公示。

“该系统的AI 智能分析功能

十分强大。”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科

技信息科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系统

一旦发现抹布乱放、台面未清洁、

未穿工装、陌生人进入、有老鼠跑

动、未戴口罩工帽、违规进后厨、

砧板混用等 12 种违规行为，会随

时抓拍，向餐饮负责人进行智能报

警，倒逼餐饮单位加强食品安全监

管工作，落实主体责任，提高食品

安全意识。

据了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

新建“互联网+ 食品安全”智慧监

管系统时还专门加入了物联监管，

给餐饮企业的油烟机、消毒设备、

温控设备、智能消毒柜、挡鼠板等

设备装上传感器，实现设备运行时

间预设、远程控制查看，将数据实

时上传至系统作为企业食安电子

台账，如若上述设备出现异常，系

统会第一时间向管理员发出异常

警报。

年底 3000 户餐饮单位将接入系统
10 月 25 日早上刚上班，陈仓

区奥斯顿酒店工作人员用手机登

录“互联网+ 食品安全”智慧监管

系统，上传食品溯源、食品进货台

账等信息。为了加强食品安全监管

工作，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为全市

14 家十四运会和残特奥会接待酒

店接入“互联网+ 食品安全”智慧

监管系统。据了解，截至目前，全市

已有 100 余户餐饮企业接入该系

统，这标志着宝鸡餐饮服务食品安

全监管工作迈入远程智慧监管新

阶段。

今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把

“互联网+ 明厨亮灶”工作作为一

项重要内容常抓不懈，他们新建了

市“互联网+ 食品安全”智慧监管

平台，下发通知、文件，在全市启动

“互联网+ 明厨亮灶”工作，多次召

开专题会议安排部署推进工作落

实，对各县区食品安全监管人员、

全市大中型餐饮单位负责人和从

业人员进行业务培训，面对面、手

把手教其正确使用平台监管、上报

资料。各县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主动

作为，安排专人上门宣传，动员企

业积极接入“互联网+ 食品安全”

智慧监管系统，全力以赴把这项工

作落到实处。据了解，预计到今年

底，全市将有 3000 户餐饮单位接

入“互联网+ 食品安全”智慧监管

系统。

为了帮餐饮企业节省费用，动

员更多的餐饮企业接入“互联网+

食品安全”智慧监管系统，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与工商银行、华夏银行签

订协议，餐饮企业使用上述银行账

号和收款二维码，只要扫码次数达

到要求，银行就会支付摄像头的费

用和宽带安装费用。他们还把智慧

监管系统中的视频并入中国电信云

视频后台，通过中国电信云视频平

台做AI 分析，节省了安装AI 智能

盒子的费用，这样一来，又为每户企

业节省了 800 元。

“下一步，我们计划与美团、饿

了么等网络订餐平台展开合作，将

‘互联网+ 明厨亮灶’工作拓展至

网络订餐领域，鼓励外卖商家接入

‘互联网+ 食品安全’智慧监管系

统，在线‘晒’后厨，自觉接受社会

各界的监督。”肖武奇说。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食材严把关  检验力度大
本报讯 近日，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加大工作力度，严把食材供给关，

加强检验检测，多措并举做好食品安

全保障工作。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成立食品安

全保障工作领导小组，建立联席会议

制度，成立督导组，对残特奥会比赛

场馆、定点酒店及周边一公里范围内

所有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开展集中检

查，对县区食品安全监管工作进行督

查。他们还对各县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监管人员、酒店从业人员进行网络培

训，对部分酒店的凉菜、操作间餐用

具、餐饮用水等 13 个项目进行风险

监测，保障食品安全。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把食材供

给关，制定工作方案，确定残特奥会

接待酒店菜单、食材用量，确保食材

来源清楚、质量合格、全程可控。从

10 月 18 日开始，参与驻点的 66 名

保障人员进驻残特奥会接待酒店、

比赛场馆，开展农药残留、餐饮具消

毒等项目的检验检测和 24 小时驻

点监督工作。加强接待酒店和集体

配餐单位食品加工制作、贮存管理、

餐饮具清洗消毒等全流程监管，最

大限度降低食品安全风险。

本报记者 邵菲菲

查处食品违法案件，他铁面无私，

从事食品药品稽查执法 7 年来，查办各

类违法案件百余起，用忠诚担当保障

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受理消费者投诉，他热情高效，在

依法依规、公平公正的前提下积极调

解，先后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 22 万元，

用真心真情诠释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的铮铮誓言。

他，就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高新分

局马营市场监督管理所副所长李军。

李军所在的马营市场监督管理所

承担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高新分局

70% 以上的监管任务。辖区各类市场

主体 16018 户，其中食品药品生产经营

单位多达 4300 余户，居全市基层监管

所监管数量首位。尤其小餐饮众多，监

管难度非常大。

面对如此繁重的食品安全监管任

务，李军不但没有退缩，反而斗志昂

扬。白天，他奔走于辖区各大商店超

市、餐饮店、小作坊，开展执法检查和

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宣传 ；晚上，他挑灯

夜战，学习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和经典

案例，给自己充电。时间一长，食品安

全法律法规他烂熟于胸。

今年 8 月的一天，一名群众投诉

称，在辖区一餐饮店就餐后出现腹部

不适。李军和两名同事立即前往该店

进行检查。经查，他们发现该店没有

取得《小餐饮经营许可证》，且卫生

状况极差，食材随意堆放，工作人员

在操作过程中不穿工作服，没有进货

台账。针对这一情况，李军对店主进

行了批评教育，并向主管领导申请，

对餐饮店进行现场查封。在查封过程

中，李军接到五六个亲戚朋友打来的

求情电话，但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李军不但依法查封了这家餐馆，还对

商家进行了 1 万元的行政处罚。用李

军的话来说，“食品安全事关广大群

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容不得马

虎，讲不得情面。”

遇到不会操作手机和电脑的老人，

他不厌其烦，手把手帮助他们提交办

证申请 ；面对台账不健全的商户，他耐

心细致地指导其进行完善 ；发现商家

健康证过期，他天天上门督促办理 ；对

待卫生状况差的商家，他亲自上手指

导整改……对待工作，李军浑身总有

使不完的劲，当天工作必须当天完成，

否则他晚上连觉都睡不着。

日常工作中，李军除了开展执法检

查外，还要受理消费者的投诉。每次受

理投诉，他都会遵循耐心、热情、高效、

及时的基本原则，积极调查、调解，全

力以赴帮消费者挽回损失，维护他们

的合法权益。

今年 7 月，家住宝鸡高新区的张大

妈和两位姐妹逛街时看到高新大道一

保健品店正在宣传产品。商家称他们

的吸氧仪除了可以吸氧外，对治疗高

血压、高血脂等老年病也有很好的效

果。张大妈和朋友每人办了一张 4000

元的体验卡，准备在接下来的 3 个月时

间来这里体验产品。儿女得知情况后，

觉得老人上当受骗了，他们次日就将

举报电话打至马营市场监督管理所。

李军和两名同事得知情况后，第一时

间赶往现场检查。经查，消费者所说属

实。吸氧仪属于电子产品，不属于医疗

器械，没有医疗作用，商家夸大宣传，

严重违反了相关规定。李军现场对商

家进行了宣传教育，并帮 3 位老人追回

了 1.2 万元的办卡费用，受到了她们的

好评。

李军工作兢兢业业，以保障群众

舌尖上的安全为最大快乐。他说 ：“看

到辖区食品安全状况日益向好，听到

群众的声声赞誉，我心里别提有多高

兴了。”

铁面孔执法  热心肠服务 
——记马营市场监督管理所副所长李军

本报记者 邵菲菲

食安卫士

李军检查食品包装标识

执法人员在线查看餐饮企业后厨操作情况

执法人员检查酒店肉制品

筑牢食品安全防火墙
本报记者 邵菲菲

互联网+智慧监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