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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蒋女士打开送餐平台里的
一家西式简餐店，发现商家相册一栏多
了个“后厨直播”选项，点开后，可以看
到门店餐饮加工、外卖打包等区域的实
时监控画面。

这是上海今年为民办实事项目之
一。上海市场监管部门将在全市新增
1000家餐饮食品“互联网+明厨亮灶”示
范店，将餐饮服务单位加工经营场所的
视频监控接入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
台并向社会公开，用透明的食品安全信
息提升市民的安全感和满意度。

截至目前，1000家餐饮食品“互联
网+明厨亮灶”示范店已建设完毕，正在
提升规范运营水平。

不见面也能信任

今年8月起，上海七宝万科商场内
的22家餐饮经营者有了新变化，他们
的一举一动均通过网络餐饮服务第三
方平台对外直播，观众是隔着手机屏幕
的消费者。

对于这种直播，经营者不仅没有紧
张、反感，反而相当认同、支持。“装了探
头后，一天十几个小时保持‘透明’，要
说没有顾虑那是假的，主要担心安全问
题，还怕员工一些操作上的过失被别有
用心的人记录下来，拿到网上放大。”七
宝万科商场一家餐饮店店长王烨说，经
过两个月试点，他们不再担心，认为“互

联网+明厨亮灶”是一种自我宣传的有
效手段。门店现在堂食和外卖的订单
量相近，每个月的外卖有两三千单，对
于那些不能来门店现场查看的消费者，
平台直播释放出一种积极的姿态，即商
户对管理水平很自信，不怕消费者实时
监督，许多消费者还没打开“直播”就对
商户有了好感。

因为不见面，所以不透明，这是
当下外卖行业的痛点之一。黑心的经
营者利用这种信息不对称，把品质堪
忧的原料和卫生状况糟糕的加工环境

“藏”起来或“包装”成高品质的样
子；守法的经营者虽默默做了很多，食
品安全状况经得起考验，但此前没有渠
道让点外卖的消费者亲临现场，很难取
得消费者信任。

直播打破了信息隔阂。后厨环境
是否干净整洁，相关人员有没有戴口罩
和手套，外卖小哥或非店内人员是否违
规进入后厨等，消费者看看手机，就能逐
一确认。

上海今年提出建成1000家餐饮食
品“互联网+明厨亮灶”示范店，是过去

“明厨亮灶”的升级版。上海市市场监
管局食品经营安全监督管理处处长黄
丽瑢说，以前的“明厨亮灶”主要形式是
在试点的食品经营单位用餐区等区域
放置屏幕进行实况直播。随着网络餐
饮服务业态快速发展，“不见面”逐渐成
为主要的餐饮消费方式，这导致部分消

费者难以到现场看直播。顺应消费者
的需求，监管部门和经营者升级“明厨
亮灶”，把直播送到消费者面前。

“无感”监管少打扰

将来的“互联网+明厨亮灶”示范店
还将更进一步。七宝市场监管所副所
长樊要强介绍，目前七宝镇已有27家

“互联网+明厨亮灶”示范店，主要覆盖
区域重点商业综合体内的饮品、面点等
外卖订单量较多的餐饮业态。

据透露，在此基础上，闵行区市场
监管部门将再推动一批餐饮门店进一
步升级“互联网+明厨亮灶”技术，让门
店内的监控摄像头具备图像识别能力，
预计在2024年底实现区内1000家“互联
网+明厨亮灶”示范店安装智能摄像头。

在智能摄像头面前，无论是陌生
人，还是病虫害，都很难混入后厨。这
些摄像头加装了人脸识别、行为识别、
移动侦测、温湿度传感等功能，并配备
了强大的后台系统，专门建立了老鼠等
虫害的图像视频数据库。白天正常运
营时，摄像头可同时监管很多问题，比
如有陌生人进入后厨，食品生产加工人
员未佩戴帽子、口罩、手套，或在厨房内
玩手机等。摄像头也会感应到并发布
预警信息。到了夜深人静时，厨房内的
监控设备切换成“捕鼠模式”，一旦出现
鼠患，会抓拍并发送照片给相关负责

人，几乎实现了证据采集、预警、监管介
入的同步。

有了图像识别摄像头后，实时识别
的问题将以图文结合的方式立即发送
到监管人员的手机上，大幅提升监管和
门店整改效率。

除了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升级后
“互联网+明厨亮灶”还能减少现场检查
对食品生产经营活动的干扰，市场监管
部门通过视频巡查、网上巡查等方式，
对食品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关键控制点
进行实时管理，使市场主体在“无感”的
情况下接受多次监管。

「来源：10月19日《解放日报》」

■ 编后

民以食为天。如今，外卖已经成为
人们生活中常见的一种用餐形式，其食
品安全一直是消费者最关心。

近年来，为了让外卖更安全，各地都推
行了食安封签，在一定程度上“锁”住了外
卖在配送环节的安全，但在食品的生产环
节，后厨的操作是否规范、环境是否干净
等，消费者却无从知晓。上海将“明厨亮
灶”工程与直播相结合，揭开了后厨的神秘
面纱，一方面消费者能直观看到食品的生
产过程、生产环境，另一方面也倒逼餐饮企
业规范经营，同时，也为监管延伸了触角，
解决了监管难问题，可谓一举多得。

为这样的民生实事点赞。

上海1000家饭店“后厨直播”

“互联网+明厨亮灶”让食品安全信息透明

2023世界数字经济大会上，300多
家国内外企业集中参展，华为、阿里、安
恒、吉利等行业“巨头”纷纷带上数字新
产品亮相。

大会期间，数位院士专家和政企面
对面“把脉问诊”。新型工业化、数实融
合、人工智能、算力、中小企业等高频
词，在宁波能碰撞出怎样的“数字火
花”？制造业大市宁波该如何从中抢抓
数实融合的机遇？

数字化转型加速“智造”

当前，数字化转型已从大企业向中
小企业全面铺开，量大面广的中小制造
企业正在经历数改中的“爬坡过坎”。
前不久，宁波入选了全国首批中小企业
数字化转型试点城市。

“这对于踌躇如何数字化转型的小
工厂，以及一直在摸索技术路径的改造
服务商来说，无疑是针‘强心剂’。”深耕
工业软件行业20余年的叶朝伟说。

面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需求，
越来越多浙江企业自主研发的工业软
件，正从宁波走向全国市场。在宁波数
益工联科技有限公司的展台，创始人何
盛华欣喜地发现，来自宁波周边城市的
中小企业观展商，前来咨询自己的“轻
工厂”数字化改造业务。

“针对离散型制造的特点，我们自
主研发的工厂数字化软件，已赋能金属
加工、汽车零部件、日化用品等多个行
业的50余家中小企业，实现从‘从0到
1’的积累。”何盛华说。

近一年来，何盛华带着团队跑遍了

全国300余家工厂，开启了“从1到N”
的拓市之路，要把“宁波经验”带进更多
城市、更多工厂。

如今，制造业领域是各地推动数实
融合的主阵地。“宁波有基因有土壤，又
有丰富的场景，可以持续发力产业数字
化，先行打造数实融合的全国标杆。”宁
波市数字经济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在数实融合的发展趋势之下，宁波
正在加速探索“以数强实”的新路径，并
研究出台相关的行动方案。

数字化改造促进创新

近几年，宁波不少未来工厂、智能
工厂及数字化车间等已成为先进制造
的标杆。目前，宁波省级以上制造业数
字化标杆试点总数、实施数字化改造的
企业总数都是全省第一。然而，这仅仅
是在解决“怎么造”的问题。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新一代人工
智能战略咨询委员会主任潘云鹤在对
宁波进行“把脉”时，就不止一次地强
调：“宁波的企业侧重于用数字化解决

‘怎么造’的问题，事实上对制造业而
言，‘造什么’和‘怎么造’一样重要。”

传统产业要转型为现代化产业，核
心是要用创新能力改变产品力。潘云
鹤指出，可以从产品的设计创新入手，通
过提高产品的智能化程度，来提升产品
在全球市场上的辐射能力。

在展会上，来自宁波余姚的一家老
牌工业机器人研发生产企业“智昌集
团”，正在用一款新产品撬动新市场。

“这是国内首个同时应用于工业和

医疗的双臂协作机器人系统，可以协助
医生进行精细的肺部手术。”据现场工
作人员介绍，该系统由一个机器人控制
器控制两个协作机械臂，解决了单臂机
器人难以完成的柔性任务处理难题。

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自主研发的
全球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
常务副总设计师、卫星总指挥王建宇建
议宁波，要推进新型工业化，就必须要
培育国际领先的产业集群。

这两年，甬江实验室、宁波东方理工
（暂名）等一批科研院所在宁波密集落
地，王建宇对此寄予厚望。他说，瞄准一
批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宁波一定要舍得
对这些大的科研平台的投入，全力以赴
加强基础研究，激发创新策源的功能。

垂直领域把握算力风口

今年，在数字经济领域引发全球关
注的AI大事件，非ChatGPT为代表的大
模型莫属。这股大模型的风，也吹到了
宁波的展会上。华为、阿里、腾讯等不约而
同地把自家大模型产品摆上了“C位”。

大模型的风口，宁波怎样站上去？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计算机

系教授郑纬民给出的建议很明确：“现阶
段，国内外巨头提供的基础大模型已经
够宁波使用。而且这些底层基础大模型
投入巨大，周期长，宁波凭借当前的能力
从零开始搭建存在较大困难。可以做的
是，在此基础上结合自己的产业基础优
势和发展需求，开发垂直领域模型。”

由宁数科创集团建成的宁波自己
的人工智能超算中心已建成运营，近

40家用户接入使用，运行任务作业超
万个，不仅涉及水利、气象等领域，还服
务于产业科研等。

“算力就是生产力”“算力每投入1
元，可带动3至4元GDP的增长”……郑
纬民说，超算中心建好更要用好。

“宁波有智能制造的强项，有宝贵的
产业数据，应该从这方面入手发挥人工
智能超算中心的作用，建立该领域垂类
模型，反哺产业发展。”郑纬民指出，现在
各地已经建了不少超算中心，我国的算
力水平位于全球头部，宁波要做的就是
把算力基础设施用好，充分发挥其功能。

「来源：10月17日《浙江日报》」

■ 编后

数实融合，本质上是从工业经济形
态向数字经济形态演进的过渡过程，通
过数实融合，把传统实体企业转型为数
字化赋能以后生产力大幅提升的新型
实体企业。近年来，各地都迈开了数实
融合的步伐，智能工厂、智能车间等越
来越多，对于处于“爬坡过坎”的中小企
业来说，数实融合更是企业提质增效的
关键之举。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发展数
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
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
群。”只有持续推进数字经济与先进制造
业、现代服务业等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才
能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
展。院士专家们为宁波“把脉开方”，也为其
他城市发展数字化经济、进行数实融合
给出了路径。

院士专家为宁波数字化转型“把脉问诊”

抢抓数实融合机遇 加速企业“智造”转型
10月24日下午，南京市民谢官

洲从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曲福
田手里接过“立法建议采纳证书”。
这是江苏省人大常委会今年建立法
规征求意见反馈机制后，首次颁发
立法建议采纳证书，也是立法工作
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

当天，《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
条例》立法建议采纳证书颁发仪式
举行，共有5位提出高质量立法建
议的市民、人大代表及基层立法联
系点代表等获颁该证书。

今年4月到7月间，江苏省人
大常委会法工委全文公布修订草
案征求社会公众意见，并书面征求
各设区市人大、法制专业组代表和
部分基层立法联系点、地方立法研
究基地、立法咨询专家的意见。

根据统计，条例修订草案一审
后到二审前，共收集、征求到各方
面的意见、建议 367 条。其中，对
94条意见建议予以吸收采纳，对条
例修订草案修改稿89条中的74条
作了修改。

谢官洲提出“引导人民群众对
道路交通安全相关活动进行日常
监督、及时报告安全隐患”的建

议。比如，从道路交通安全方面来
说，人民群众应当履行日常监督义
务，在日常交通活动中发现已经投
入使用的道路存在交通事故频发
路段，或者停车场、道路配套设施
存在严重交通安全隐患的，也应当
及时向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汇
报，经踏勘核实后，由交管部门汇
总，及时向当地人民政府报告。

经江苏省人大常委会研究，在
修订草案第八条第二款中增加单
位和个人“发现道路及其交通安全
设施等存在安全隐患的，可以向道
路主管部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
门等相关部门报告”的规定。

江苏省2004年制定了《江苏省
道路交通安全条例》，此次是全面
修订，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

今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立法法》规定，立法应当体现人民
的意志，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坚持
立法公开，保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
参与立法活动。开展法规征求意
见采纳情况反馈工作，是江苏省推
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
的创新举措。
「来源：10月25日《南京日报》」

表彰为立法提出高质量建议

江苏首次颁发立法建议采纳证书

由于充电站分布不均，里程焦
虑成为不少新能源汽车车主的痛
点。江苏省江阴市创新建立新能源
运行监控平台，实现智能化布局充
电站，有效破解这一难题。

西外环路电动汽车充电站9月
份充电量为7.5万千瓦时，充电次数
2133次……在国网江阴市供电公司
的新能源运行监控平台上，各处汽
车充电站相关数据全部呈现。

电动汽车充电站以前依靠人工
选址，主观性强，而新能源运行监控
平台积累了大量电力能源大数据，
能够有效解决充电站在哪建、如何
建的问题。

借助新能源运行监控平台，相
关部门可以了解各充电站点充电数

据，对一些布局不太合理的充电站
点进行调整，让充电桩资源发挥更
大效益，助力“1.5公里充电服务
圈”建设。截至 2023 年上半年，
江阴新能源汽车约3.6万辆，已建
设电动汽车充电站280座、充电桩
1580个。

另外，江阴市新能源运行监控
平台还接入江阴全域范围内风能、
光伏、储能用户数据，开展风、光资
源开发潜力研究，服务新能源企业
建站选址。同时，该平台还通过谐波
监测，充分发挥新能源在迎峰度夏、
迎峰度冬期间的保供能力。

目前，新能源运行监控平台已
接入该市872户新能源企业数据。
「来源：新华社南京10月25日电」

江苏江阴智能化布局充电站
缓解新能源汽车车主里程焦虑

10月22日，游客在杉树林间泛舟。
金秋时节，浙江杭州临安青山湖

近百亩池杉和落羽杉混交林呈现“抹
茶森林”景观，引得大批游客前来泛
舟、漫步观光。这片浸没于水中的森
林每到秋季就会铺满浮萍，浪漫景观
宛如“绿野仙踪”。

新华社记者 翁忻旸 摄

漫游“抹茶森林”

近日，2023长三角自驾游产业
发展大会在无锡鸿山旅游度假区
举行。大会上，华东六省一市进行
自驾游合作签约，将建立资源共
享、产品共推、信息互通、客源互送
的区域旅游新模式，共推自驾游市
场发展。

无锡鸿山旅游度假区旅游资源
丰富，已建成鸿山遗址博物馆、泰伯
景区、梁鸿国家湿地公园等文化旅
游及配套项目。近年来，鸿山创新加
强吴文化、江南文化等历史文化禀赋
的传承、发展、转化和推介，全力在长

三角文旅舞台讲好“鸿山故事”。
此次长三角自驾游产业发展

大会上，无锡鸿山旅游度假区、上
海海湾森林公园、浙江嘉善县、安
徽石台县获评“长三角自驾游示范
目的地”；无锡鸿山江南文化线路、苏
州环太湖自驾游线路、上海金山自
驾游线路等8条线路获评“长三角
精品自驾游线路”；南京云水涧房
车露营地、浙江千岛湖蜗小牛自
驾车房车营地等获评“长三角精
品露营地”。
「来源：10月22日《新华日报》」

2023长三角自驾游产业发展大会举行

为推进工业领域碳达峰，加
快绿色低碳发展，深化绿色低碳
试点示范，浙江省经信厅近日公
布2023年浙江省级绿色低碳工业
园区、工厂名单。温州市新增17
家绿色低碳工厂。

近年来，温州市迭代升级市
县两级绿色制造标准体系，率全
省之先创新导入“碳维度”，支持
纳入节能改造项目库、碳效评价
高的企业 （园区） 优先申报省级
以上绿色低碳工厂、绿色低碳园
区，积极扩大绿色制造体系覆盖
面。将企业实施节能减碳技术改
造项目、碳效评价结果、亩均综合
评价结果与绿色工厂创建挂钩，通
过正向激励政策和反向倒逼措施引
导企业开展绿色示范创建。随着越
来越多温企将“碳维度”作为实现
高质量发展的新发力点，近年，温
州市企业申报绿色工厂的热情持续
高涨，申报数和评定数屡创新高。
截至目前，已累计创建国家级绿色
工厂26家、省级绿色工厂56家。

温州市自2021年起全面启动
千企节能改造行动，聚焦高耗淘
汰、结构节能、技术节能、管理节
能，支持工业园区、企业对标国际
国内先进水平，开展节能降碳技术
装备应用、新能源应用、资源综合
利用等技术改造。通过数字赋能，
温州创造性开展“碳效码”温州专
区建设。构建碳画像、碳诊断、碳
技改、碳服务、碳治理五大子应
用，实现节能改造项目立项、审
核、备案全流程数字化，让企业节
能改造“一次不用跑”。根据企业

“碳效”等级，针对性分行业筛选重
点改造提升对象，导入规上企业产
线节能改造、光伏储能监测、能源
管控平台等多维度运行数据，逐步
描绘企业节能“碳画像”，指导企业
精准降碳，形成“碳效”提升闭环管
理。截至今年9月，千企节能改造
已累计实施项目1446个，其中产线
节能改造项目619个、光伏项目797
个、储能项目30个。
「来源：10月22日《温州日报》」

“碳维度”成温企发展新发力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