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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台市场监管局之窗丰台市场监管局之窗
丰台区市场监管局多举措开展夏季食品

安全专项检查工作
随着近期气温逐渐升高,食品安全隐

患进入多发期、高峰期,为有效防止食品
安全事故发生,保障消费者“舌尖上”的安
全,丰台区市场监管局丰台街道所多举措
开展夏季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工作。一是
开展食品销售环节集中整治。加大对超
市、市场及各类食品经营户的集中整治，
加强对食品销售企业进货索证索票、各项
自律制度执行情况的检查，加强对散装食
品、畜禽肉品的监管，督促市场开办方严
格落实市场准入、不合格食品退出等制
度。二是督促食品经营者树牢食品安全
主体责任意识。强化对食品安全操作流
程、食品贮存、卫生管理的监督检查和指
导规范，建立健全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和追
溯机制，严格落实各项食品安全管理制
度。三是强化宣传教育，提高群众食品安
全意识。在日常检查加大对经营者的法
律宣传力度，进一步增强食品经营者的主
体责任意识和守法诚信意识，规范经营行
为，营造人人关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的
良好氛围。同时提醒消费者在购买食品
时，仔细查看生产日期等。 （杨小纳）

经过30多年跌宕起伏的发展，广东
省佛山市装备制造业从最初作为陶瓷、
家具、制鞋等产业的配套支持，逐渐形
成万亿产业集群，成为佛山经济第一支
柱产业。陶瓷机械、电器机械、压力机
械、木工机械、塑料机械等均处于全国
乃至全球领先地位。

从配套跃升为佛山第一支柱产业

科达制造是佛山陶瓷机械装备发
展壮大的见证。1992年，科达制造创始
人卢勤与人合伙投资成立名为“佛山市
城区科达五金机械厂”的作坊小厂，所
租厂房不足100平方米。从五金配件到
磨边机，从抛光机到大吨位压机，再到
高效节能窑炉，依托不断丰富的产品
链，今天的科达，已然是行业内唯一一
家可提供整厂整线全方位解决方案的
供应商。如今的科达制造拥有科达、恒
力泰、德力泰等知名品牌，产品销往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并且已成功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

陶瓷机械的发展轨迹，是佛山机械
装备制造业发展的一个缩影。20世纪
90 年代初期，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佛
山，大批乡镇企业崛起，佛山先后生产
出了第一台陶瓷抛光机、第一台空调、
第一台微波炉等，带动佛山机械装备制
造业发展蔚然成风。

同一时期，广东佳明机器有限公司

于1998年成立。随着企业茁壮成长，佳
明机器2009年在三水落户投产，已拥有
占地面积达 60万平方米的现代化园林
式工厂。专注注塑机等产品的佳明机
器，已成为国内极具品牌优势及市场竞
争力的精密机械设备制造商，其产品不
仅牢牢占据国内市场，更远销海外多个
国家。

不只是佳明机器，自2004年佛山市
政府首次将机械装备制造业作为独立
的产业进行规划引领，并大力给予支持
之后，一批批机械装备制造企业迅速壮
大。仅仅五年之后，佛山装备制造业已
超越家电制造，跃居佛山第一大产业，
并且一直保持至今。政企合力之下，

2020年，佛山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如期实
现万亿规模目标，产值达11221亿元。

从“佛山制造”迈向“佛山智造”

从“三来一补”起步，迅速切入全球
产业链，佛山一跃成为中国制造业大
市。随着技术的发展和市场的需求，佛
山机械装备制造业掀起了一场浩浩荡
荡的智能化转型浪潮，推动制造业数字
化转型，挺进价值链深处。

位于禅城区南庄镇的广东一鼎科
技有限公司是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
技术企业。自2005年至今，短短十多年
的时间，一鼎科技相继推出纳米抛光技
术、干法磨边技术、自动化包装等系列

产品，在此基础上开发了窑后智能整线
工程。其产品和技术，不仅满足了国内
各陶瓷生产企业对节能环保减排和提
升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绿色化水平
的需求，还远销亚洲、非洲、南美洲、欧
洲等国家和地区。

从“佛山制造”到“佛山智造”，佛山
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发展
高端装备制造，积极抢占产业发展制高
点。一鼎科技正是佛山先进装备制造
业迅猛发展的缩影。

带动珠西装备制造产业带崛起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

确提出，提升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
基地发展水平，要以佛山等为龙头建设
珠江西岸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带，支持佛
山深入开展制造业转型升级综合改革
试点。

而今，佛山装备制造产业再度迎来
全新发展空间。7月6日，广东省人民政
府印发了《广东省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实
施方案（2021—2025年）》，佛山将重点
参与智能家电产业集群等4个全省战略
性支柱产业集群，以及高端装备制造产
业集群等 3 个全省战略性新兴产业集
群。敢为人先的佛山，将引领机械装备
制造业再书传奇。

（佛 山）

炎炎夏日，河南郑州市民孙璐家换
上了新空调，老柜机却成了新烦恼。“维
修太贵不划算，留在家里占地方，想丢掉
还要掏钱请人来搬。”孙璐说。

孙璐遇到的烦恼并非个案。近年
来，随着河南省家电保有量的增加，家电
报废高峰来临。废旧家电如何处理，成
了不少家庭面临的小烦恼，也成了绿色
发展的新话题。

为了解决新问题，7月 8日，河南省
发展改革委发文，探索旧家电回收处理
体系建设试点，20个试点县区、企业先
行先试，探索旧家电变废为宝、循环发展
的新路子。

旧家电成了新烦恼

“前些年家里有了旧彩电、旧冰箱，
老家的亲戚抢着要，现在大家生活都好
了，新家电越来越便宜，没人再稀罕这些
旧物件。”孙璐直言，旧家电成了甩不掉
的烦恼。当前，不少 90 后喜欢通过闲
鱼、同城等网站转手旧家电，但由于物流
限制，只适合小家电，废旧大家电成了累
赘。

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家电保有量
超过21亿台，废旧家电回收成了现实问
题。大约只有20%的废旧家电能进入正
规、符合环保要求的拆解、回收渠道，剩
下的多数进入二手渠道或卖给回收废品
的“游击队”，旧家电被暴力拆解后，废
液、废气、废渣给环境带来负担，环保隐

患非常突出。
国家发改委的测算数据显示，目前

我国正处于家电报废高峰期，每年淘汰
废旧家电超过 1亿台，巨大的体量一方
面给居民造成困扰，一方面也带来环保
隐患。

电器垃圾浑身是宝

普通人看到的是旧电器带来的压力
与烦恼，而在专业人士眼里，电子垃圾其
实全身是宝。

1.5匹的空调内机里含有铜材大概2
公斤，外机里含有铜材大概 4公斤，1吨
电子板卡可以分离出286磅铜、1磅黄金
和 44磅锡……废旧家电含有许多有色
金属、黑色金属等可供回收的再生资源。

国内不少地方正在从垃圾中寻宝，
发展循环经济。比如在广东佛山、浙江
台州等地，从废旧电器中提取贵重材料，
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号称中国“电子
垃圾第一镇”的广东贵屿镇拆解电子垃
圾已成为当地的经济支柱，形成再生资
源回收利用的基地。

在业内人士看来，我国已有的技术
和工艺已完全可以把旧电器科学地进行
拆解和无害化处理。可以说，旧电器变
成再生资源不缺技术支撑，关键需要形
成与循环经济相适应的发展路径与制度
保障。

河南省探索变废为宝

变废为宝，河南省不少企业也在

探索。一些大型商场通过“家电以旧
换新”促进消费，也为旧家电找出路；
京东本地仓在销售新家电的同时，提
供旧家电收购服务。

为了完善废旧家电回收处理体
系，日前，河南省发展改革委、工业和
信息化厅、财政厅等 8 部门联合发文
明确，确定洛阳市孟津区、南阳桐柏
县、三门峡灵宝市、鹤壁淇县等 4 个县
（市、区）和郑州市百川垃圾处理有限
公司等 16个企业为河南省废旧家电回
收处理体系建设试点。

即日起到 2022 年底，试点单位将
担负起“先行先试”的责任，探索废旧
家电“变宝”的新路径。各地发展改革
委将会同有关部门优化服务，解决试
点中遇到的问题，对试点中探索形成
的有创新、有价值的经验做法，及时进
行复制推广。

河南省人均资源匮乏，发展循环
经济既符合环保要求，同时也是产业
转型升级的方向。在环保部门看来，
要想打造良好的循环经济，除了鼓励
行业企业与地方政府积极探索试点，
更重要的是通过价值导向，提高市民
参与废旧电器规范化处理的积极性、
主动性，走出一条政府主导、企业参
与、全民共建的统一标准的回收体系，
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循环经济之
路。

（逯彦萃）

在山西省晋中市祁县红海玻璃文化艺术园的大厅里，一幅
巨大的“一带一路”区域合作图铺满了整个墙面，上面标着祁县
玻璃器皿在中东、东南亚、欧洲、中非等地区的出口路线。

“一带一路”倡议增进了全球互联互通，给这座古城带来了
新的发展机遇，出口版图迅速扩大。

过去几年，产自祁县的玻璃器皿先后出口到 80多个国家
和地区，其中40多个位于“一带一路”沿线，平均每年出口增幅
达20%。

祁县是著名的晋商故里，也曾经是中蒙俄“万里茶道”的重
要节点。几百年前，晋商从福建采购茶叶，中途在此中转，然后
一路向北到恰克图，辗转将茶叶卖到欧洲各地。

如今，这座古城重现昔日活力，已发展为全国重要的人工
吹制玻璃器皿生产出口基地。

“在‘一带一路’的带动下，祁县各类玻璃器皿厂已经增加
到 47家，其中人工吹制玻璃器皿约占全国产量的 50%，大约
70%销往国外。”祁县玻璃器皿产业发展中心主任胡晓峰说。

蓬勃的玻璃器皿产业给当地两万多名群众提供了稳定的
就业岗位，人均年收入超过5万元。

在祁县红海玻璃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女工们正用泥状
玻璃粉在绿色嘉华杯上绘制白色花朵。不久后，这些精美的玻
璃杯将乘坐轮船被销往中东。

“迪拜是中东的贸易枢纽，我们已经在那里设立了办事处，
进一步扩大我们的销量。”公司创始人李健生说，现在他们60%
的玻璃产品出口“一带一路”沿线的阿拉伯国家。

对李健生来说，过去几年的变化是巨大的，不但产品出口
量以平均每年20%的速度增长，通关也更加方便快捷。

“中国和阿拉伯国家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不管是我们去谈
业务，还是他们的客商来考察订货都很方便，有些国家甚至直
接用人民币进行结算。”李健生说，过去20年间，他几乎跑遍了
全球最主要的玻璃制品展览会，深知今天的发展来之不易。

尽管祁县人工吹制玻璃已经传承多年，有辉煌的过去，但
也一度因为无序发展走下坡路。如今，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
动下，祁县玻璃产业重现生机。为了更好地进行宣传推广，李
健生专门在自己的工厂旁修建了一座玻璃文化艺术园，并制作

了一幅巨大的“一带一路”区域合作图挂在墙上。
一个面向未来的规划也已经开始实施。2019年，工业和信息化部批准在祁

县设立“一带一路”中小企业特色产业合作区。当地政府在“十四五”期间将启动
投资50亿元、占地5平方公里的“一带一路”合作区玻璃产业新城建设，并已在美
国设立了海外仓。

“‘一带一路’为祁县玻璃器皿产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我们必须乘
势而上，更好地服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民的生活。”胡晓峰说。 （吕梦琦）

河北省平乡县以园区建设为依托，通过企业整合、提高行业准

入、搭建科技研发平台、深化校企合作等措施，推动自行车、童车产

业提档升级，在做好国内市场供应的同时开拓海外市场。目前，平

乡县生产的自行车、童车及相关产品远销俄罗斯、西班牙、越南等

60多个国家和地区。

牟 宇 摄

建设旧家电回收处理体系 确定20个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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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近日专门出台制造业数字
化赋能的相关行动方案，提出到 2023
年，全省要形成一批赋能制造业高质
量发展的典型应用场景，推动制造业
与数字化深度融合。

辽宁省政府出台的这份方案提

出，到 2023 年，全省关键业务环节全
面数字化的规上制造业企业比例要达
到 43%，规上工业企业接入工业互联
网率达到 56%、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
普及率达到 84%，人均工业机器人装
机量达到 160台/万人。发挥沈阳、大
连示范引领作用，推动创建制造业数
字化转型国家标杆城市、融合发展示
范高地，争创中国软件名城。

作为装备制造业大省，这一领域
将是数字化赋能重点。辽宁将重点推

进数控机床、汽车、船舶及海洋工程装
备、航空航天等重点企业加快数字化
网络化改造，提升智能化制造等能
力。到 2023年，规上装备制造业企业
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到 70%。在原材
料工业领域，重点推进石化、钢铁、菱

镁等行业企业加快生产系统互联互通
和工业大数据集成应用，提高精深加
工能力。

到 2023年，辽宁省力争培育形成
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数字化管理典型
模式和应用场景，培育网络化协同新
业态，规上制造业实现网络化协同的
企业比例达到 35%；培育智能化制造
新模式，推动企业开展智能化生产线、
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厂建设。

（邹明仲）

7月14日，记者从安徽省亳州市召
开的长三角地区特殊食品安全监管会
商交流会上获悉，为构建长三角地区特
殊食品安全监管交流合作机制，提升长
三角地区特殊食品安全监管一体化高
质量发展水平，沪苏浙皖一市三省市场
监管局签署《长三角地区特殊食品安全
监管交流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
架协议》）。

《框架协议》指出，长三角一市三省
对于涉及或可能涉及协作方的特殊食
品安全监管信息，要打破地区限制，加
强沟通交流，确保信息公开透明。充分
发挥各方在特殊食品监管工作优势，重
点在制度创新、监管队伍建设、技术支
撑等方面加强工作交流，形成优势互补
和深度融合。

根据《框架协议》内容，长三角一市
三省将定期通报特殊食品安全监管创

新举措、监督抽检、风险监测、执法办
案、投诉举报、舆情监测等信息，加强各
方信息数据的共享交流，逐步实现地区
间特殊食品安全信息数据的共享；不断
深化长三角一体化特殊食品监管合作，
针对特殊食品生产经营领域制度改革、
专项整治、产品信息追溯等工作开展协
作，联合开展特殊食品生产企业体系检
查。充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技术及其
运用优势，探索搭建区域之间特殊食品
安全科普宣教合作平台，依托平台联合
开展多种形式的特殊食品安全科普活
动，提升公众对特殊食品理性消费意
识；一市三省共同筹建长三角特殊食品
安全检查员库和专家库，实现资源共
享、优势互补，为长三角地区特殊食品
注册核查、许可审查、体系检查、飞行检
查等工作提供技术支撑与人才保障；一
市三省通过联合开展培训，坚持“请进

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做到“区域联动”，
充分利用长三角地区各自特殊食品安
全监管师资力量，加大对一市三省一线
监管人员及检查员队伍有关法律法规、
专业知识技能的培训；支持和鼓励区域
特殊食品龙头企业优化产业布局，形成
特殊食品产业集聚区，打造区域联动协
同产业链。充分发挥长三角地区特殊
食品龙头企业集中，高校、科研院所众
多的优势，重点开展特殊食品技术研
发、科研创新，推进产学研的协同发展，
助力区域特殊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依
托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共同推进一
市三省特殊食品行业诚信体系建设，探
索构建长三角地区特殊食品跨部门、跨
领域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
机制，促进企业自律守法、诚信经营，维
护市场正常秩序，共同营造诚信社会氛
围。 （沈 伟 李 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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