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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10日，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主
办的轻工业百强企业高峰论坛在京举
办。稻香村集团（苏州）荣获 2021年度

“中国轻工业二百强企业”及“中国轻工
业食品行业五十强企业”两大重磅奖
项，分别位列第106位、第29位，企业综
合实力、科技创新能力、市场竞争力受
到行业各方的肯定与认可。

中国轻工业百强企业高峰论坛是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的重要年度活动，具
有极高权威性和广泛影响力，是衡量中
国轻工业企业发展活力的重要标准。
入选企业是轻工行业的优秀代表，也是
引领中国轻工业从制造大国向制造业
强国迈进的先锋力量。此次稻香村集
团蝉联榜单并获两项重量级奖项，是对
稻香村多年深耕食品行业、坚守产品质
量、勇于开拓创新的褒奖与肯定。

以匠心守初心
专注产品品质和服务提升

作为中式糕点行业龙头企业，稻香
村集团的前身是苏州稻香村，自1773年
（乾隆三十八年）创始于苏州，是稻香
村品牌的创立者、稻香村糕点类商标的
持有者，也是商务部首批认定的中华老
字号、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单
位。经过两个多世纪的经营，苏州稻香
村已经发展成为一家大型现代化企业
集团，2021 年品牌价值突破 167.29 亿
元，成绩表现亮眼。

目前，稻香村集团在苏州、山东、北
京、沈阳、成都等地建有 10个现代化生
产加工中心，在苏州、北京、山东设立 3
大研发中心，联合共建七大原料供应基
地，还有馅料厂、印务厂等。此外，稻香
村集团在全国拥有 800多家线下专卖

店，并在天猫、京东、拼多多等主流电商
平台开设线上旗舰店，产品已经出口到
海外 40多个国家和地区。月饼作为其
拳头产品,多年来一直保持稳健增长，
2021年中秋节期间，稻香村集团共计生
产了 2.8亿块月饼，线上线下都稳居行
业第一。今年稻香村集团旗下的 10个
工厂已经全面开炉生产，单日月饼产能
可达600万块。

作为中式糕点的集大成者，稻香村
集团坚守初心，始终秉承着以消费者为
中心的服务理念，以匠心传承精研产
品。为了满足当代消费者多层次、差异
化需求，稻香村集团近年在加大研发新
品、提升口味、丰富品类、倡导健康饮食
理念等方面持续发力。一方面，加强研
发，不断适应消费者的新口味需求，开
发出品类丰富的综合性食品，产品包括
糕点、休闲食品、节日食品、面包主食、
坚果、速冻食品六大系列、1000多个品
种，满足消费者更多层次的需求。另一
方面，稻香村集团不拘于古，在口感改
良、工艺改进、包装设计等方面不断创
新。随着“健康与养生”的消费观念深
入人心，稻香村顺应趋势、研发出多款
降糖降脂的产品，相继推出黑金月饼、
糖醇类糕点、低糖月饼等产品，在保证
口感的同时又保证健康，受到消费者的
喜爱。

传承传统技艺
非遗文化赋能品牌力

稻香村集团一直致力于非遗文化
的守护与弘扬、推进非遗活化利用，创
始至今 249年，苏州稻香村始终有着清
晰的师徒技艺传承谱系，传统手工技艺
都是通过“师傅带徒弟”的方式代代相

传，至今可追溯的有六代。2006年，苏
州稻香村被商务部首批认定为中华老
字号，2009年“稻香村苏式月饼制作技
艺”被列入江苏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名录。

为了更好地传承非遗技艺，苏州稻
香村还专门成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中心，老中青结合，言传身教，传承传
统的手工技艺和老字号的工匠精神。
不仅恢复失传糕点产品数十种，而且成
功突破大量传统糕点产品的机械化生
产难题，为传统文化的传承做出了重要
贡献。

在非遗文化这一领域，苏州稻香村
也在加紧挖掘与整理，组织专门人员查
询史料典籍，寻找老物件、旧资料，组织
专家研讨会，梳理苏州稻香村的历史脉
络，深挖品牌价值，提升品牌影响力。

凝聚科技创新力量
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

在守护初心、传承匠心的同时，稻
香村集团也在勇于变“新”，通过科技赋
能，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从管理、工
艺、技术研发等方面锐意创新，形成业
界领先的“稻香村标准”体系。

稻香村集团对科技创新有着孜孜
不倦的追求，在原料采购、智能生产上
严加把控，目前拥有
120 余条国内外现
代化生产线，先后通
过 QS、GMP、HAC⁃
CP、ISO9001等多项
认证，生产过程全程
监控，国际先进的生
产设备及工艺与科
学管理体系，确保产
品生产的专业化、标
准化。

同时为了研制
出消费者最满意的
口味，稻香村集团依
托江南大学、国家食
品科研检验机构的强大技术能力，联合
成立多个产学研合作平台，紧跟国际最
新食品科技，并进行自主创新，以“中国
传统食品工业化加工关键技术”为主题
突破口进行集成创新，引进国内外先进
技术和装备，坚持用技术创新带动先进
生产力。

适应新消费
百年老字号品牌焕发“年轻态”

站在互联网的风口，稻香村集团积
极拥抱变化，焕发新生机与精彩。早在

2009年，稻香村集团就布局电商，目前
在天猫、京东、拼多多等主流电商平台
均设有官方旗舰店，连续多年在糕点类
目、月饼类目销量领先。除此之外，稻
香村集团还自建直播团队、与头部主播
合作直播带货，并且开发微信小程序商
城、尝试社群营销，不断进行转型升级。

值得一提的是，稻香村集团是目前
国内传统糕点企业“出海”的佼佼者。
自2013年成立海外事业部，稻香村集团
便着力布局海外市场，如今在传统糕点
行业中海外市场规模最大，出口全球40
多个国家和地区，2021年出口业务实现
了80%的巨幅增长，其中月饼出口增长
了70%。据悉，稻香村集团今年首次进
入新加坡与韩国市场，出口保持较快增
速，更让稻香村成为中国月饼出海的代
表品牌。

苏州稻香村还通过跨界合作、品牌
联动、新媒体融合等多种方式寻求破
圈。去年稻香村第一家体验店在苏州
观前街正式开业，立足传统苏州文化，
开发了稻香村自有 IP，即“六代把作”系
列产品，这是一次大胆的国潮尝试，也
是稻香村品牌的年轻化转型；与功夫熊
猫、妙可蓝多、杏花楼、和平精英等国内
外知名的品牌、IP跨界合作，精准聚焦
年轻人群。今年稻香村集团还携手中
国航天，将研发并推出“苏州稻香村×

中国航天”系列联名月饼。联名月饼将
在包装、原材料等方面都融入太空元
素，稻香村月饼、糕点还将搭载“苏州稻
香村号”亚轨道飞船遨游天际，成为名
副其实的“太空月饼”“能上天的糕点”。

稻香村集团作为糕点食品行业的
标杆企业、轻工业的优秀代表，将一如
既往坚守工匠精神，强化科技创新，不
断提质增效、做优做强，继续为老字号
企业与食品行业的转型提升、高质量发
展增添动力，为推动中华民族优势品牌
走向全球注入新动能，让中国传统文化
的全球传播“有滋有味”。 （桂大成）

丰台市场监管局之窗丰台市场监管局之窗
丰台区市场监管局开展“书记有约”第四期

沙龙活动8月 5日，丰台区市场监管局组织“书记
有约”第四期沙龙活动，现场邀请30名专业市
场党组织书记、市场主办方负责人参加活动，
出于防疫考虑，设立30个分会场。以“聚焦市
场党建，引领行业发展”为话题，在全区60个
专业市场中选取五位不同行业、不同规模的
市场非公党组织书记做典型发言，在座的其
他书记参与自由讨论环节，分享经验方法，总
结问题难点，气氛十分热烈。近年来，丰台区
市场监管局不断夯实非公党建基础，组织多
样活动，打造了“书记有约”党建品牌，让非公
党建成为凝聚人心的“强磁场”。本期活动延
续“书记有约”品牌的红色生命力，结合市区
两级“探索专业市场党建工作引领促治理保
民生”的工作思路，围绕“党建强、市场强”主
线，引导规范各专业市场党组织建设，努力实
现促进专业市场健康发展、更好服务首都经
济社会发展大局的工作目标。面对疫情复杂
形势，很多专业市场党组织、党员捐款捐物、
志愿服务，迎难而上推动复产复工，大力保障
供应，专业市场党建在非首都功能疏解、保供
应保民生、稳就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杜茹冰）

中国轻工业百强高峰论坛召开 稻香村集团获两大奖项

8月 16日，抖音举办“治理不实信息
开放日”活动，分享其在面对不实信息时，
从预警到分析，从验真到拦截的7项治理
步骤，以及正式上线的溯源、打标等多项
新功能。据悉，2022年以来，抖音已联合
近百家媒体等机构处理 319万条不实信
息，打标存疑内容90万条。

开放日上，来自学界、业界的专家学
者与媒体、抖音围绕“治理不实信息”主
题，就治理措施和应对经验展开交流并达
成合作共识。抖音与媒体等机构成立辟
谣团，将联合组建治理不实信息平台，共
同研判不实线索，传递权威真实信息。

七步治理不实信息
首发账号溯源准确率近80%

伴随短视频平台信息日益丰富，各种
不实信息也随之产生。“不实信息易存在

‘画质低劣’‘细节不明’‘煽动他人情绪’
等特征”，抖音安全产品经理陈丹丹在开
放日上介绍，平台不实信息主要包括虚假
专业知识和社会新闻两大类，形成原因复
杂，包括编造谎言、以讹传讹、主观“臆测”
及摆拍演绎被误以为真等情况。

“用户的信任永远比点击量更重要。”
陈丹丹表示，不实信息会严重损害公众的
知情权，破坏健康和谐的生态氛围，也严
重影响用户对平台的信任。因此，平台一
直严厉、持续打击和治理不实信息。

为全面治理不实信息，抖音建立预
警、分析、验真、标记、辟谣、拦截和提示七
个步骤，并上线了溯源、打标、跳转等多种
功能。

具体而言，对于不实消息，抖音用户
反馈和内容分析提供的预警信号，对创作

者和内容属性进行
分析，并结合多平台
信息进行溯源、验证
真伪，一旦证实为不
实信息，则快速辟
谣，并拦截其进一步
传播。对暂时无法
核实又高度存疑的
内容，则上线提示性
文字提醒用户。

同 时 ，抖 音 也
上线了打标功能，
对于演绎视频的创
作 者 提 供 打 标 能
力，让其主动说明

视频属演绎，避免
误解；对重大热点
事件中的热点人物
和易造成不实人设
的道具，均上线了
提醒功能，以防被
仿冒或滥用。

数 据 显 示 ，
2022 年以来，抖音
上线了 9 项产品功
能，平台对不实信
息的研判和处置效
率提升 232%，对不
实信息首发账号的

溯源准确率接近80%。

共建治理平台
联合媒体7个月处理不实信息319万条

“从预防到治理到拦截，平台以一己
之力难以从根本上治理不实信息。”抖音
生态产品经理李翔宇坦言，治理不实信
息，平台存在杜绝难、核实难、辟谣难等
问题。

对此，中国科协下属的“科普中国科
学辟谣”平台运营负责人徐来表示，单一
个体或平台难以治理不实信息，“应各个
专业机构协同发力”。“网络不实信息屡
禁不止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法律治理机制
不足。”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
法律系主任郑宁也认为，应该构建一个
由政府、互联网平台、行业协会、媒体、专
业机构、高校、社会公众等多方参与治理
的机制。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学术
委员会主任、教授金兼斌则建议，平台与
外部各方推动多源信息联动和人机协
同、有的放矢治理谣言的同时，也应该保
障公众知情权、表达权和监督权，避免因
过度限制和监管而导致社会上出现“寒
蝉效应”。

“抖音愿与大家共建不实信息治理
平台。”李翔宇表示，抖音正逐步开放溯
源、核查、打标、推送等能力，与各方共建
谣言库，联合研判不实信息线索，核实存
疑内容，并合作传播权威真实信息。

目前，抖音已通过“辟谣团”形式与全
国近百家媒体展开合作，发布辟谣视频
300余条，播放量超 5000万。此外，抖音
还与健康、财经、法律、科普等领域的专家
或机构一起，展开“谣零零”辟谣活动、设
置“辟谣专区”等板块。今年以来，抖音联
手各方，共处理含有不实信息的视频 319
万条，另对 90万条信息存疑但又暂时难
以核实真伪的视频进行了打标提醒。

“互联网平台应该发挥技术、人力优
势，切实履行主体责任。”郑宁表示，“共
建治理不实信息的平台，意义重大。”

（柳 梅）

自 6月份小贷平台上线以来，山西晋城农商
银行快反应、早行动，抢抓小贷平台上线的有利
契机，广泛开展增户拓面活动，大力拓展线上客
户，增加客户服务体验，不到一个半月的时间，该
行借助小贷平台已成功授信 741 户，授信金额
10051 万元；用信 406 户，用信金额 3921 万元，打
响了“晋享贷”品牌知名度。

奏响“先行曲”按下“启动键”

小贷平台上线前，晋城农商银行就先进行了
工作部署，职能部门及早做好系统人员及权限配
置，集中开展系统和产品培训，做好系统操作现
场指导，备足宣传营销物资；办贷机构做好市场
调研，做足产品预热，抓好客户储备，奏响先
行曲。

小贷平台一上线，迅速按下启动键，“一点就
贷、岂止于快”的“晋享贷”宣传语，通过铺天盖地
的微信宣传、大屏幕宣传、社区群宣传、商圈宣
传，让“晋享贷”家喻户晓。

打出“组合拳”跑出“加速度”

业务竞赛增强“动力”，该行积极开展“晋享
贷”业务竞赛，建立了日 PK、周通报、月评比竞赛
机制，利用一个月的竞赛时间，开展不间断业绩
播报，当日奖励当日兑现，充分营造竞赛氛围。
批量获客推动“增量”，依托小贷平台线上申贷、
线上审批的优势，该行各办贷机构充分发挥自身
资源优势，制定个性化整企授信方案、虚拟客群
建设方案，开展批量营销，7月份全行新增网格 27
个，成功授信 100 余户。线下线上同频实现“提
效”，营销人员一方面分组主动开展拓户，指导客
户现场申贷、现场调查；一方面对于系统工单，推
行两小时上门服务制，极大缩短业务办理时间，
给客户高效的服务体验。

疏通“痛堵点”提高“续航力”

针对小贷平台使用初期出现的操作人员流程不熟悉、系统设置不
合理、客户使用不习惯等问题，总行建立了“小贷平台工作群”，专人负
责及时予以沟通指导，下发业务操作指南、疑难问题汇总等，累计解决
150余条业务咨询信息，保障业务顺利进行。

“晋享贷”依托具体的产品，产品研发部门加快新产品研发，及时向
办贷机构推送最新信贷产品，目前该行有 20余款信贷产品可通过小贷
平台满足市场小额贷款需求。

（张芳芳）

抖音联合多方共建治理不实信息平台

抖音生态产品经理李翔宇呼吁各方联合治理不实信息

随着线上消费需求持续增长，消费
者对于生鲜日用品的即时性需求大大增
加，在即时配送服务模式下，从生鲜蔬菜
到酒水饮料，从鲜花药品到国潮美妆，能
够快速送到家门口的商品种类越来越
多，即时零售等新消费场景正加速布局
并保持发展势头。大型商超纷纷将即时
配送到家业务视为新的增长曲线，开始
集体探索突围之路。

数据显示，今年1-7月，美团平台上
的品牌超市便利店线上订单同比增长
39%，相关商户数同比增长20%，消费热
度稳步回升。

以山东连锁商超的典型代表银座超
市为例。银座集团数字化经营中心副总
监顾洪枝介绍，2022年上半年，银座超
市线上渠道销售额同比增长超 150%。

“在新冠疫情较为严重的2020年和2021
年，银座超市的线上销售额实现了翻倍
增长，主要归因于在消费者购物习惯发
生变化的情况下，银座提前布局线上业
务，将线下 120余家门店全部上线即时
零售平台，进行人、货、场数字化改造，加
大线上业务促销和宣传力度，全面满足
消费者多样化线上购物需求。”顾洪枝
表示。

记者了解到，银座在上线美团等即
时零售平台的同时，2020年又推出“银
座到家”的线上化自营渠道，并借助第三
方配送能力服务更多用户。顾洪枝表
示：“第三方平台的用户偏年轻化，为超

市顾客群体带来了新的增量，有效弥补
了市场空隙。”

消费者购物方式的转变加速了传统
商超线上化进程。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更
倾向于“线上买一切”，且对配送时效的
要求也愈发严格。尤其是鲜奶等乳品，
线上化销售需求持续增长，消费者对其

“新鲜”和“快”的需求日渐增强。“现在不
少顾客每周都会在我们这下单新鲜牛
奶，而不是一箱一箱地囤货。”顾洪枝表
示。

线下客流减少，已经成为大型连锁
商超近年来普遍面临的困境。在互联网
电商平台和新冠疫情的双重压力下，实
体商超的线下竞争力逐渐衰退，利润空
间受到挤压。传统商超纷纷主动转型，
通过增强供应链体系、提供更多品类商
品以及借助即时配送到家服务等举措，
寻求发展新动力。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发布的《2021超
市业态调查快报》显示，2021年，78.5%
的超市企业线上销售同比增长，八成超
市企业线上销售占比稳步提升。

业内人士分析称，随着“30分钟万
物到家”需求的逐渐普及，即时零售将在
未来几年内继续保持高成长性。不同于
传统电商将消费行为由线下迁移至线
上，即时零售依托于本地的实体业态，将
助力传统商超突围复苏，为本地实体经
济带来更大增长空间。

（中国经济网）

近日，为贯彻落实食品安全“最严谨
的标准”要求，根据《食品安全法》及其实
施条例规定，国家卫健委办公厅发布

《2022年度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立项计划》。
记者了解到，该立项计划包括制修订

41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其中，2项食品
产品标准，修订《坚果与籽类食品》《熟肉
制品》；3项生产经营规范标准，修订《食品
辐照加工卫生规范》《食品经营过程卫生
规范》，制定《腌腊肉制品生产卫生规范》；
4项营养与特殊膳食食品标准，修订《食品
营养强化剂硒蛋白》《食品营养强化剂醋
酸视黄酯（醋酸维生素A）》《食品营养强
化剂L-盐酸赖氨酸》，制定《肥胖、减脂手
术全营养配方食品》；10项食品添加剂标
准，修订《食品用香料通则》《食品添加剂
L-精氨酸》《食品添加剂甘氨酸(氨基乙
酸)》《食品添加剂海藻酸钠（又名褐藻酸
钠）》《食品添加剂抗坏血酸棕榈酸酯》《食
品添加剂辣椒橙》《食品添加剂明胶》《食
品添加剂乳酸》《食品添加剂微晶纤维

素》，制定《食品添加剂橡子壳棕》；20项理
化检验方法与规程标准，修订《水产品及
其制品中河豚毒素的测定》等14项标准，
制定《食品中多种真菌毒素的测定》等6
项标准；2项微生物检验方法与规程标准，
修订《食品微生物学检验大肠埃希氏菌计
数》《食品微生物学检验肉毒梭菌及肉毒
毒素检验》。

国家卫健委要求，各有关单位参考相
关国际标准和风险评估结果，深入调查研
究，确保标准严谨，指标设置科学合理；项
目牵头单位负责组建标准起草协作组，提
供项目所需人员、经费、科研等方面的资
源和保障条件，确保各项目承担单位分工
协作、密切配合、优势互补，并充分调动发
挥监管部门、行业组织、企业、科研院校和
专业机构等相关单位和领域专家的作用；
项目承担单位应当制定工作计划、项目路
线图和进度表，确保标准研制质量和工作
进度，对所制定标准文本负全责。

（中国消费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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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立项

传统商超加速复苏

即时零售助力连锁超市线上销售增长

抖音安全产品经理陈丹丹谈治理不实信息的举措和产品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