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月 10 日至 22 日是“食品安全宣传

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坚

决治理餐桌上的污染，切实保障“舌尖上的

安全”。一个覆盖全面、运行顺畅、查询便

捷的食品安全追溯体系，是确保食品安全

的重要抓手，也是大诚信体系建设的一大

分支，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

从 2004 年至今，我国建立食品安全追

溯体系已有 10 年，如今进展情况如何？为

回答这一问题，从 4 月至 6 月，本报记者在

北京、天津、河北、青岛等地追踪采访，发现

了一些成绩和问题。本报即日起推出“追

着安全食品到原点”系列报道，选取记者采

访的几个节点，为读者呈现我国食品安全

追溯体系的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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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追溯体系建立至今已有 10 年——

安全食品仍然“溯”不相识
本报记者 李 丹 韩秉志 李万祥

5 月 1 日，记者来到位于北京市西
城区菜市口大街的沃尔玛超市宣武门
店。在肉类柜台，记者看到售价 60 多
元 1 公斤的澳洲牛肉的包装上，标注
了醒目的“全程可追溯”字样。询问售
货员如何追溯，得到的回答却是，“没
有码，无法查询”。

售货员给记者介绍了旁边的国产
猪肉，说这种可以追溯，只要在冷柜旁
的一台绿色机器上扫描条形码，就可
以显示相关信息。记者拿着一块猪通
脊，将价签在扫描器上扫了多次，没有
任何反应。输入条形码下方的数字，
机器显示：数字错误，需输入 20 位的
追溯码。

记者只好返回柜台询问售货员，
得到的答复是：不清楚追溯码是什么
意思。一位售货大姐还奇怪地问：“一
扫价签就能显示出价格来，要追溯码
有什么用？”

其实旁边那台绿机器已经明确介
绍了追溯码的详细情况。机身醒目位
置标注了“商务部、北京市人民政府

‘放心肉’追溯体系”字样，号称“条码
一扫，便知来源”。为何无法查询？一
位销售员告诉记者，机器设立后没有
联网，无法使用。一位超市工作人员
还将一个塑料袋架子摆放在它前面，
方便顾客取用。

经过搜寻，记者在冷冻肉食专区
找到一款名为“姐妹厨房”的鸡肉产
品，上面印着“有安心码的才安心！”。

按照包装盒上标明的网址，在网
页顶端“输入安心码”一栏中输入包装
盒上的一串安心码，立即出现了该产
品的品名、安心码、鲜肉来源、生产日
期、农场主、农场地址、出栏时间、饲料
来源、出料记录等信息。

然而，6 月 10 日，记者再次前往
沃尔玛宣武门店调查时，发现原先摆
放在肉食冷冻专柜的“姐妹厨房”鸡肉
已经下架，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散
装鸡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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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7日晚，记者来到位于北京市
丰台区的家乐福超市马家堡店。在生
鲜区，一台“放心肉”追溯查询终端机
安置在显眼位置。

记者随机拿起手边的一盒“长白
山散养”黑猪肉，却没能成功扫描。现
场的工作人员告知记者，目前只有“放
心肉”工程覆盖的指定鲜肉商品方可
以实现信息查询。

随后，在记者的要求下，这名工作
人员挑出一盒“放心肉”，向记者演示
如何追溯信息查询。按照机器显示，
可以用手工输入和扫描可追溯码两种
方式获得追溯信息，当其第一次扫描
时，机器却无法识别。扫描两次后，屏
幕上终于显示出此批次猪肉的进货来
源信息，内容包括储藏方式、保质期、
发货时间、进货时间、屠宰和销售责任
企业等内容。其中，发货时间和进货
时间均指向当天，屠宰责任企业指向
北京市第五肉类联合加工厂，没有任
何关于养殖和屠宰的详细内容，也无
任何联系方式。

记者随后又尝试扫描，也出现了
需要扫描两次以上机器才能成功识别
的情况。

消费者对于食品信息的可追溯又
持什么样的态度呢？家住超市附近的
韩大妈买了一块 1 斤左右的五花肉。
她说，自己买肉一般都是到家乐福这
样的大型超市，“我相信大超市为了维
护自己的品牌，会很注重它的原料来
源以及食品安全的。”韩大妈说，她也
不记得那台绿机器设立了有多长时
间，自己也从来没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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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6日，记者在北京市海淀区欧
尚超市金四季店随机拿了两包排骨，
在便民溯源服务终端上扫描，页面显
示出如下溯源结果：鹏程食品大红门

（五肉联），冷却排酸 8 小时以上，屠宰
企业发货时间为“2014-04-04”，超
市收货时间为“2014-04-04”，超市
名称“欧尚（金四季店）”，消费者领取
追溯凭证可查来源等信息。

记者向销售员索要可追溯凭证，
随即得到一个贴有条形码的小标签。

“这个怎么用？”“具体我也不清楚。”销
售员无暇顾及，吆喝着“大减价，猪肉
便宜卖了”，不再理睬记者。

不光是销售员，2 个月中，记者发
现对这台机器感兴趣的消费者也寥寥
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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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乐福超市马家堡店的蔬果
销售区域中，过道上悬挂的海报牌
明确标示：“为了增强水果和蔬菜的
追溯性，每一个家乐福‘农超对接’
产品上都会有一个二维条形码。通

过扫描该二维码，所有的顾客都可
以看到清晰的产品信息，例如合作
社名称、产地介绍、合作社相关证件
以及食品安全的信息。”在很多蔬菜
的海报上也有同样的话。

看上去很美。不过，记者发现，
现场并未明确标示哪些商品属于农
超对接产品，也未找到相关追溯码
扫描的信息。

在特种蔬菜柜台，许多产品上
的确有二维码，但扫描后要么不识
别，要么指向商家网站主页等，并没
有该蔬菜的可追溯信息。

当记者询问现场工作人员是否
能查到蔬菜的具体追溯信息时，对
方却回答说，“产地不都在上面写着
呢吗”？

有个情况需要特别说一下。当记

者拿出手机，试图扫描在超市墙上的
一枚“二维码”，该超市的一名工作人
员立刻上前阻拦，告知“不许拍照”。
而当记者返回生鲜区尝试使用查询
终端机时，却发现刚才还开着的机
器，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被关闭了。

在物美超市陶然亭店，记者在蔬
菜柜台上发现，很多蔬菜上只贴有超
市的条形码，并不能实现追溯，用手
机扫描的结果只是产品参考价格。
跟家乐福马家堡店的情况一样，有的
蔬菜产品包装上有二维码，可扫描后
发现那只是公司地址、网页和微信公
众平台，并没有可追溯功能。

询问后，物美超市蔬菜柜台的
销售员告诉记者，目前超市里还没
有可提供蔬菜水果追溯信息的便民
服务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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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美超市陶然亭店

4 月 15 日，记者来到欧尚超市
金四季店。这里的蛋类品种不多，
以德青源牌为主。这些精包装的鸡

蛋一般都有“身份证”。这种“身份
证”其实就是蛋壳上面的喷码，也叫
防伪码，据说具有唯一性。这些带

“身份证”的鸡蛋通常都摆放在柜台
的显著位置。

以德青源安心生态鲜鸡蛋为
例，用手机扫描包装盒上的二维码，
打开页面，在页面底端有“出生证查
询”一栏。输入 12 位防伪码之后，
新页面就会显示防伪码对应的生产
日期，再通过对比蛋壳上面的生产
日期就可以判断其真假安全与否。

6 月 11 日，记者在物美陶然亭
店还发现了一种“正大宝贝鸡蛋”。
它虽然无法现场通过手机扫描获得
追溯信息，但在电脑上登录该公司
主页后,右下角有“可追溯系统”供
查询。通过输入蛋壳上面的喷码和

包装盒上的条形码，即可获得可追
溯信息。

记者打开一盒“宝贝鸡蛋”，按
包装上的提示，输入蛋壳上的喷码

“20140407PG101097”，同时再输
入 该 产 品 包 装 盒 上 的 条 形 码

“6957466100000”，查询页面立即
显示出信息，包括产品名称“Q 宝贝
6 枚装”、产地“北京市平谷”、产出
鸡舍信息“Line1”、生产批次“1”、
生产日期“2014/04/07”等。

不过，可追溯的鸡蛋价格都不
便宜。例如，欧尚超市的德青源营
养生态鲜鸡蛋 8 枚装售价 19.9 元，
物美陶然亭店的正大宝贝 6 枚装的
价格在 30 元左右，而一般鸡蛋 8 枚
装只要 10 元左右，可追溯鸡蛋价格
比普通鸡蛋要贵 2至 4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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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有机器，但查不到信息。记者拍照被禁止，机器被关闭

◇ 虽有条形码或二维码，但没有追溯功能。售货员表示没有

查询设施

◇ 蛋壳上有喷码，可通过扫描包装上的二维码登录或直接登

录网页查询

◇ 可追溯鸡蛋价格比普通鸡蛋贵 2至 4倍

◇ 大部分超市设有“放心肉”工程查询机，但部分机器根本无法使

用；可使用的机器追溯到的信息中，又缺少养殖和屠宰信息

◇ 部分号称可追溯的产品实际上并不能追溯

◇ 部分售货员甚至不清楚追溯码是什么意思

◇ 采访中发现的唯一可追溯安心鸡肉已被下架

6 月 11 日晚 6 点，记者来到位
于北京市丰台区的家乐福方庄店。
在水果区，有一款新疆的哈密瓜来
自农民直供。在展示板的右下角，
贴有一张纸质的二维码。

记者用手机扫描该二维码，屏
幕显示，该批次哈密瓜来自吐鲁番
市阿勒马斯葡萄种植专业合作社。
随后，记者按照扫描出来的网页地
址在电脑上点击查询，出现了家乐
福农超产品完整的可追溯信息，其
内容不仅包括该哈密瓜品种、生产
合作社名称、合作社社长，以及合
作社的详细地址、种植面积和社员
人数，还包含了组织机构代码证、
合作社营业执照及自产自销证明的
电子版照片。

记者注意到，尽管咨询购买这
款哈密瓜的消费者不少，但却少有
人关注展板上的二维码。而且除了
哈密瓜等少数几种产品标注了农超
对接可追溯二维码，大多数水果的
追溯信息仍无处可查。

5月 1日，《经济日报》记者来到位
于天津市河西区的新苑菜市场，这也
是天津市安装肉菜信息追溯及管理系
统的一家专业标准菜市场。市场的肉
类摊位集中了双汇、众品等数家肉类
供应商，前来购买猪肉的顾客挤满了
窗口。

记者在其中一家商铺购买了 1 斤
猪肉馅，并向商家索要了小票。小票
上的内容包括菜场编码、摊位、流水
号、销售时间，其中最重要的信息是一
串 20 位的溯源码。商家告诉记者，通
过机器扫描或者上网查询溯源码，便
可查询到猪肉的详细信息。

不过，记者找遍市场，并未发现有
机器可以扫描，也不知道该如何在网
上查询。

记者还发现，虽然肉类销售火爆，
但是索要购物小票的消费者寥寥无
几。“买了一辈子肉，靠自己眼睛把关
足够了。”一位大妈对记者表示。

天津市河西区

新苑菜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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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沃尔玛超市宣武门店里唯一

可追溯的鸡肉，它在记者采访后被下

架。 李 丹摄

在物美超市枣园店，“放心肉”查

询终端经常“黑着脸”，前面还堆着购

物篮，根本无法使用。

韩秉志摄

2004 年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

决定》，提出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制度。当年农业部开

始在北京、天津、上海等8个城市试点。

2007 年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家食品药品安全“十

一五”规划》，提出加强食品安全应用技术的研究，包括食品

品种特征溯源技术、农产品质量安全溯源技术。

2008 年 以奥运食品安全追溯系统为契机，首都食

品安全追溯系统进入新阶段。

2010 年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乳品

质量安全工作的通知》，提出完善乳品追溯制度。

2010 年 财政部和商务部联合下发《关于肉类蔬菜

流通追溯体系建设试点指导意见的通知》，提出在全国有条

件的城市建设来源可追溯、去向可查证、责任可追究的肉类

蔬菜流通追溯体系。

2011 年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着手研究乳制

品安全追溯体系建设。

2012 年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2012年食品安全重点

工作安排》，提出推进肉类、酒类电子追溯体系建设。

2012 年 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编

制了《食品工业“十二五”发展规划》，明确要求推进食品安

全可追溯体系建设，完善食品生产企业的信息化服务体系。

2012 年 农业部通过《动物电子耳标试点方案》，力

推RFID在动物产品追溯体系中的应用。

2014 年 6 月 商务部发布《关于做好2014年商务系

统食品安全工作的通知》，要求加快肉类蔬菜流通追溯体系

建设进度。

本版编辑 佘 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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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美超市陶然亭店
6 月 11 日，在物美超市陶然亭店

“放心肉”便民溯源服务终端前，记者
拿了一盒贴有超市标签的排骨扫描。
虽然机器会自动显示条形码数字，可
是点击选择是否当日购买后，则出现

“对不起，溯源信息未查到”的字样。
而根据机器上的文字说明，该设备数
据应每 2小时更新一次。

记者邀请了一位推销员大姐与记
者一起扫描了多款包装好的肉食产
品，均得到“对不起，溯源信息未查到”
的结果。

“我也是刚刚才知道有这么个玩
意儿。”这位大姐试过几遍之后，不好
意思地告诉记者。可她的展柜就在距
离这台机器 2米远的地方。

而在物美超市枣园店，近 2 个月
的调查中，记者多次前往该店，观察那
里的一台“放心肉”信息溯源机器。机
器屏幕经常“黑着脸”，而就在机器侧
面粘贴的检查表上，每日检查均显示
的是设备“正常”。

在 4 月到 6 月的两个月时间内，
记者走访了乐天玛特、华联、物美等多
家京城超市。采访中，记者发现，对于
肉菜追溯体系的概念，不仅消费者不
甚了解，很多工作人员也并不知情。
虽然大多数“放心肉”终端机可以使
用，但几乎没有消费者来查询。顾客
要么视而不见，要么表示不知道该如
何使用。对查询终端机最感兴趣的竟
是随家长前来购物的儿童。受好奇心
吸引，他们显然把查询机当成了电子
玩具，经常上前按来按去。

一位来购物的大妈说，虽然自己
没注意过追溯机怎么用，但是她相信，
如果食品可追溯，“我们老百姓的餐桌
会更加安全的”。

◇ 发现有完整可追溯链的哈密瓜，价格也不贵

◇ 查询信息比较便捷，但几乎没有消费者注意到追溯码

北京市丰台区

家乐福方庄店

家乐福超市方庄店销售的农超

对接哈密瓜，带有可追溯的二维

码。 韩秉志摄

哈密瓜的追溯信息中，提供了生

产合作社的营业执照和负责人的照

片。 （网页截图）

根据鸡蛋上的喷码，就可以追

溯信息。 李万祥摄

蔬菜虽然带有二维码，但并无

追溯功能。 韩秉志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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