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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本报讯（记者 裘颖琼）近日，

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出台《上海

市推进食品安全信息追溯工作行动

方案（2023—2025）》，来全面构建

“从农田到餐桌”的食品安全信息追

溯体系，提升食品安全精细化治理

水平。

行动方案中提出具体工作目

标：2023年，完成上海市食品安全

信息追溯平台及应用场景信息化建

设阶段性任务；对已纳入本市食品

安全信息追溯管理目录的食品和食

用农产品的追溯信息覆盖率和上传

率保持在100％；开展区块链技术

在食品安全信息追溯中的应用试点

和地产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

的推广试点；推进源头赋码，本市生

产的食品（纳入食品安全信息追溯

管理目录）的外包装赋码率达到

100％；大型商超、学校食堂供应商

实施追溯单或加贴追溯二维码的

比例大幅增长；有序推进追溯信息

与基层市场监管所数字化监管系

统融合。

2024年，上海市食品安全信息

追溯平台纳入“一网统管”。持续扩

大食品安全信息追溯管理品种目

录，加快推广地产食用农产品承诺

达标合格证应用，本市生产的食品

外包装追溯二维码赋码率达到

100％；追溯信息源头采集和全程传

递的精准性不断提升，信息追溯平

台与数字化监管系统进一步融合，

基层市场监管所食品安全信息追溯

数字化监管全面覆盖。

2025年，持续提升追溯信息源

头采集和全程传递的精准性；鼓励

本市食品生产企业自有食品安全追

溯系统和市食品安全信息追溯平台

实现自动对接，推动连锁超市通过

收银、电子标签等方式自动打印追

溯二维码，市民对食品安全信息追

溯码的查询率明显提升；智慧监管

效能有效提升，市民食品安全满意

度明显提高。

上海市食品安全信息追溯平台明年起纳入“一网统管”

沪产食品外包装 赋码可追溯

“欢迎你新同学”“博

学 而 笃 志 ，切 问 而 近

思”——今天，清晨第一缕

阳光穿过复旦园中高大的

梧桐，校园里充盈着欢快

的空气。来自全世界的

4200余名复旦本科新生

来此报到，从此成为一名

“复旦人”，首先映入他们

眼帘的是悬挂于梧桐之上

的迎新标语。

一路上，志愿者们热

情指引。签到台上，有迎

新大礼包：各学院的吉祥

物、夜灯、手机支架，

LOGO上显现了复旦校

训、复旦精神。与此同时，

反诈摊位早早就位，园区

服务实时在线，行李搬运

同学助你。新生们说：“天

气很热，心很暖。”许多新

生拿出手机将复旦装进取

景框，或与父母，或与院系

吉祥物，拍下开学第一张

照片：光华楼、老校门、望

道路……

前几日，一条“高三男

生1支笔战600场考试圆

梦复旦”的话题冲上热搜，

这个一笔定乾坤的男孩，

就是来自浙江云和中学的张彦鹏，

他被录取到复旦大学自然科学试验

班。张彦鹏现身报到现场，展示了

那支神奇的笔。

当在高考考场写下最后一个句

号时，张彦鹏放下手中那支黑色碳

素笔，长舒了一口气，笔上粘粘补补

的痕迹清晰可见。原来，从高三开

始，他都会使用同一支笔完成大大

小小的考试。不是因为迷信，而是

要保持平时考试的每一个步骤尽量

都和高考一模一样，“它像一个战

友，陪伴我走完整个高三，

让我交出了自己满

意的答卷。”

依靠努力，张彦鹏成

为当地县城中学18年来，

第一个考上复旦大学的孩

子。他说，之前没来过上

海，甚至在高考前都没有

出过浙江省，但了解到复

旦给予学生非常多发展自

我的空间，或是自由包容

的学术氛围，都是自己非

常向往的。从高中开始，

张彦鹏就养成了每天慢跑

3—8公里的习惯，“我喜

欢跑步后神清气爽的感

觉”。来复旦后，他要做的

第一件事就是用慢跑来感

受校园的角角落落。

今年的新生报到，出

现了两个新摊位，复旦增

设了两个强势专业。一个

是微电子科学与工程（集

成电路领军人才班，本研

贯通），一对一导师制全面

规划学生全学业周期，提

供集成电路领域头部企业

见习机会，旨在培育核心

人才，打赢关键核心技术

攻坚战，贡献“芯”力量。

另一个是金融学（金融科

技方向），用全英文专业课

程为学子带来国际化的学

习体验；计算机、信息、数学、大数据

等多院系的支持，助力培养学生对金

融前沿技术的掌控力和创造力。上海

中学毕业的小颜同学幸运考取金融科

技班，他表示，立志成为金融信息化高

手，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服务。

手续办完，新生们带着父母进

入复旦食堂享用一顿名为“赴旦之

约”的“新生套餐”，其中有，“小炒

肉、水蒸蛋、炒白菜、茶油焖鸡，十

元”。热门的风味小吃在学校食堂

也能吃到。这是复旦的第一餐，也

是全新的开始。

本报记者

张炯强

协商楼道的事
“王阿姨，这段时间电梯用得

怎么样啊？”

“很好！电梯漂亮也实用，有

了它，老年人下楼买菜、遛弯都方

便多啦！”

老旧小区装上新电梯，虽然

只是城市更新中小小的一环，却

撬动着居民的幸福。7月13日上

午，盈浦街道城建中心党支部和

西部花苑居民区党总支开展“破

解难题、同心同向促加梯”党建联

建活动。座谈会前进行回访，听

取西部花苑二区10号楼首台电梯

启用后居民的使用感受。业主王

阿姨从5楼坐电梯到一楼来迎接，

笑着招呼大家到家里坐坐。在电

梯加装的过程中，王阿姨跑前跑

后，对整栋楼的居民进行讲解宣

传，做了大量的协调工作，让更多

居民主动参与进来。

盈浦街道西部花苑居民区党

总支通过“楼管会”牵头，利用“佐

邻友里”民主协商议事平台，对加

装电梯、墙面改造、改善楼道公共

设施等涉及居民公共利益、公共

服务、公共安全等实际问题进行

听证、协商、评议，集中民智、凝聚

民心、聚合民力，提升楼道居民的

自治能级。

关爱身边的人
西部花苑社区党总支书记朱

珠告诉记者，为打造党建引领下

“多元参与”的社区治理新格局，

西部花苑党总支着力构建“党总

支—片区干部—楼组长或单元

长—志愿者”组成的四级党建网

络，385名在职党员、162名社区

党员分布于186个楼道内，形成以

党员为骨干的“楼管会”，使党建

触角从社区延伸至楼道。

设立“佐邻友里”工作室，形

成常态服务品牌，为基层治理增

效赋能。通过“佐邻友里”志愿

服务网络，及时排摸发现本楼道

内高龄、独居、重病、伤残等特殊

困难家庭，发动楼组成员、共建

单位、在职党员等开展结对帮扶，

传递邻里温暖，发扬敦亲睦邻好

风尚。

“王老师法律工作室”在西部

花苑社区家喻户晓。作为一名

退休党员，王敏建用自己的专业

知识为社区居民排忧解难，协调

化解大量的矛盾纠纷，提供多层

次、多领域、个性化的法律咨询

服务。据悉，“王老师法律工作

室”涉及婚姻、家庭、物业、动拆

迁、民间借贷等方方面面咨询。

工作室成立以来，共计接受法律

咨询 11790次，居民满意率达

100%。“通过法律咨询能加深对

相关法律知识的理解，真正使法

律知识走到我们身边、走进我们

心里。”西部花苑社区的陈老伯

说道。

发挥集体的“能”
发挥楼道内党员、居民骨干

引领示范作用，西部花苑社区还

建立“楼道微讯”平台，及时传达

社区动态、收集社区民意，协助解

决邻里事务；挖掘楼道达人，参与

“美丽楼道”创建，丰富邻里生活，

提升楼道居民的幸福感。

西部花苑二区9—10号过街

楼是紧邻社区门岗的公用楼道，也

是一处被圈多年的“私地”，小部分居

民隔三差五，自发定点聚集。因为

没有休息桌椅，居民们便将小区内

扔掉的旧桌椅，收拾干净后摆放在

此。为了看护这些“家当”，在楼道

下用围布、席子围了起来，原本破

旧的过道也因此变得格外“扎眼”。

为改变这一现象，盈浦街道

西部花苑居民区党总支通过社区

议事会多次实地调研、商议方案，

决定因势利导，将此处打造成为

社区“微家”。随着石桌、石椅、防

腐木围栏、绿色墙面、黑板报、儿

童游戏版面的设置，环境有了改

变，不仅成为大家共同的休憩之

所，更成了居民“家门口”聊天游

戏的阵地，也是垃圾分类积点服

务窗口。社区居民自发地为微家

起了名、题了字——听汐廊，还主

动担起了场地的清扫任务。脏乱

地“改头换面”，从此，社区“微家”

成为居民发挥作用、服务社区的

“窗口”。 本报记者 杨欢

众人事好商量，
有困难一起帮！
青浦区盈浦街道西部花苑居民区

党总支打造“温暖家”有妙方

西部花苑社区地处青浦
区盈浦街道中心位置，是有
着26年历史的老小区。近
年来，盈浦街道西部花苑居
民区党总支坚持党建引领，
依托组织凝聚，不断完善社
区志愿网络，拓展服务功能，
构建起亲邻、睦邻、助邻的新
型社区关系，用有温度、更精
细的服务照亮居民美好生
活，绘制民生幸福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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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复旦大学本科生迎新全面恢复线下摊位报到 本报记者 陶磊 摄

新征程 新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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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民共同参与打造的“老来乐”客厅

开学季特别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