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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多维可视
夯实企业主体责任

据悉，GM2D 由国际物品编码组
织（简称“GS1”）发起，目标是在 2027
年前，推动全球商品编码由一维条形码
向二维码转换。

“相比于可以识别商品少量信息的
一维码，二维码可以识别更详细的商品
内容，相当于为商品换发‘二代身份
证’。”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浙江省是 GS1 确定的 GM2D
全 球 首 个 示 范 区 ，“ 浙 食 链 ”则 是
GM2D 在全球的首个推广应用项目，
目前，杭州市各区县均在食品等领域持
续开展二维码集成改革。

改革升级带来最显著的应用提升
就是链条可视化。笔者扫描食品包装
袋上贴的“浙食链”二维码后，手机界面
上清楚地显示了该食品的生产加工状
况、工厂自检结果、监督抽检结果、食用
农产品产地和合格证明、进口食品检疫
和消毒证明等信息。

让食品安全看得到，二维码背后是
“浙食链”的系统支撑。截至目前，已经
有 1566 家杭州市食品生产企业“上
链”。“‘上链’的企业均有一条追溯链
条，从源头到消费端，无论链条多长，都
能在链上找到相应节点。”杭州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正是商品流通的透明度给消费者
带来了安全感。以校园食品安全为重
要切入点，杭州大力推动校园食材赋
码“上链”，压实校园食品安全主体责
任。杭州九万科技有限公司是临安区

校园食材配送龙头企业，走进该公司
的配送专间，可以看到食材外包装上
都有个“浙食链”二维码。“自从钱塘区
校园食材全部应用‘浙食链’以后，不
仅能通过扫描二维码解决纸质票据核
对混乱的问题，还可以追溯生产销售
链条，避免责任人‘踢皮球’，全校师生
的用餐安全有了切实的保障。”浙江水
利水电学院食堂负责人说道。

事实上，“浙食链”的追溯链条只是
食品安全“1266”全链条闭环管控体系
的一环。“目前，杭州各区县‘阳光工程’
建设如火如荼，1629家‘阳光工厂’依托
厂厂(场场)阳光、批批检测等 6 个应用
场景及一码统管、一库集中等6项功能，
全力守牢安全底线。”杭州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说。如今，在杭州市
的西湖、萧山、桐庐、淳安等地，均实现
了食品生产企业“阳光工厂”全覆盖，进

一步落实了食品生产企业的主体责任。

数据融合贯通
助力高质量发展

倒逼企业把好源头关的同时，助力
企 业 高 质 量 发 展 ，亦 是 杭 州 市 推 进
GM2D工作的应有之意。

自升级“阳光工厂”后，胡庆余堂天
然食品有限公司近期又在生产车间配
备了物联秤、人脸识别晨检仪等物联传
感设备，这些设备可以对食品生产企业
关键控制点（以下简称 CCP）管控数据
进行智能采集、实时监测和自动上传，
实现线上监管可视化，提升监管效能。

“下一步，我们还将按照‘一企一策’原
则，制定改造任务进度表，开展 CCP 物
联设备贯通，构建‘CCP 在线’质控管
理体系。”滨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

数字化改革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的
成果不止于此。今年 8 月，浙江省市场
监督管理局正式上线启用“GM2D 在
线”数字化应用，上城、余杭、建德等地统

筹推进，实现“上链”全覆盖。如今，在各
地市场监管部门的指导下，“GM2D 在
线”先后贯通“浙食链”“浙冷链”“浙江e
行在线”“浙农码”等数字化应用130余
个，GM2D的社会效益持续放大。

“借 GM2D 的‘东风’，我们正推动
东坞山豆腐皮特色产业全面转型升级，
实现标准、研发、原料、包装、销售‘五统
一’。”富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
人说，接下来，富阳区也将加大数字化、
可视化、链条化建设效能，在更广领域
寻求更大突破。

拓展终端功能
完善监管数据闭环

通过“浙食链”的聚合支付功能，消
费者只要扫描“浙食链”二维码即可实
现支付。“这是 GM2D 落地后给消费者
带来的新便利。”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对临平区的退休干部夏寿星来说，
扫码已经成为他在朱家角农贸市场买
菜时的必要工作，“这个二维码非常方

便，不仅能扫码支付，还能看到产地等
信息，防止我被卖家‘忽悠’。”目前，在
临平区市场监管部门的努力下，该区已
实现 345 家进口水果经营户、204 家学
校食堂、813 户农贸市场经营户、14 家
学校食材供应商、28 家亚运会食材供
应商全部“上链”。

“通过改造升级二维码结算技术，
还可以实现结算环节自动截断并智能
警示过期食品、检测不合格批次食品。
如何让‘浙食链’延伸到千万消费者，真
正实现数据链的完整，是我们一直在思
考和实践的问题。”临平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相关负责人说，通过“浙食链”系统
部署应用，也可以实现支付结算数据回
流企业，促进企业实施从生产到流通到
消费的全环节闭环管理。

眼下，杭州各地通过“浙食链”终端
功能的创新延伸，在打通企业环节壁
垒、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的同时，也为杭
州市完善“生产源头—物流仓储—消费
终端”的 GM2D 监管数据闭环提供了

数据支撑。例如杭州拱墅区正指导联

华华商集团发挥大客户优势，通过销售

终端倒推省外食品生产主体接入编码，

落实源头赋码、首站赋码。

“下一步，我们将打造更多具有杭

州辨识度的创新成果，让企业真正从

GM2D 中得到实惠。”杭州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 GM2D 工作专班工作人员王樟

平介绍，未来，在高质量推进“全球二维

码迁移计划”示范区建设的征程中，杭

州市将坚持创新引领、试点先行，全力

推进GM2D落地落实。

创新引领 先行先试

杭州市：高质量推进“全球二维码迁移计划”示范区建设
陆群安 朱诗瑶 胡文敏

近日，杭州不少浙产食品的包装上多了“浙食链”二维码，消费者扫描

“浙食链”二维码，可追溯食品生产到流通的各个环节；收银员扫描此码，

有些还能实现商品的支付结算。

“浙食链”，让商品流通路径更加透明，市民消费更加放心。小小一枚

二维码，折射的是杭州市场监管部门响应“全球二维码迁移计划”（以下简

称GM2D）先行先试的改革大作为。

“浙食链”扫码结算

“浙食链”二维码

工作人员扫码抽检工作人员扫码抽检

（图片由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供）

商圈有“头脑”
数据监测精准筑巢引凤

对于一个商圈来说，招商是影响
商业兴衰的关键一环。是选择租金为
王，还是热点跟风？

坐拥湖滨商圈，湖滨街道以数字
化破题，通过开发“智慧商圈（未来市
场）”应用，构建商业繁荣、便民惠商、
商圈智治等场景，不断激活消费潜能。

“怎样实现精准招商，数据监测说
了算。”湖滨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街
道设置商圈竞争力、客流吸引力等 6
类指数，对商圈人流动态、商家经营情
况、业态景气程度等数据，进行实时统
计监测和消费分析。

引来“凤凰”后，怎样高质量为
企业服务？湖滨街道以数字化为
抓手，让惠企服务“一键直达”，
为了重塑商圈活动审批流程，
开发“一键办展”功能，实现审批

从“线下跑”变“云上办”。运营机构及
商户通过线上“一键申报”，城管、公安
等 5 部门“并联审批”，活动审批由原
来的15天压缩至1天。

此外，街道还将“湖滨经济晴雨”
小程序接入助企服务平台，企业可以
一键获取金融、法律、财务等服务。

由于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商圈坪效
较高，街道有针对性地招引，目前已有
7家造车新势力扎堆在西湖边开店。

“有些顾客购买了小鹏汽车，在打
印临牌和申领杭州市新能源汽车购车
补贴时需要跨区跑动，非常不方便，能 否帮忙协调解决？”今年 8 月，杭州鹏

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向街道反映了发
展难题。

接到企业求助后，湖滨街道第一
时间安排为企服务员了解情况，研究
政策兑现、临牌打印等政策，最终在多
方共同努力下，帮助企业设立分公司，

解决了临牌打印等问题。
数字赋能商业，激发消费活

力。今年前三季度，湖滨街道完
成 社 零 165.2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8%；亩均社零超688万元；湖滨增
量占上城区增量比重达77.4%。

平台快响应
科学分解推动高效协同

幸福邻里坊打造是今年湖滨街道
工作“重头戏”。像这样牵涉到众多条
线科室的复杂型任务，常常存在部门
之间容易“打架扯皮”的痛点。

“今年在上城区委组织部的指导
下，我们推出了公职人员服务管理平
台，架构起整个工作任务的任务树，每

项工作的牵头人、协同人、负责人的任
务要求一目了然，任务进度随时更
新，只需要一部手机，就能实时把
控任务完成质量。”湖滨街道相
关负责人说。

首先是科学分解工作任
务，将各层级重点任务统
一颗粒度并一一分解，将各
类任务在数字驾驶舱集中展
示 ，实 现 任 务 进 度“ 一 屏 掌
握 ”。“ 平 台 有 逾 期 任 务 预 警 功
能，超时就会向相关负责人发送提
醒，街道纪工委也可通过平台追踪
信 息 ，督 促 任 务 办 理 ，强 化 干 部 作
风。”该负责人介绍。

通过任务分解和协同，任务负责
人可以打破科室壁垒，协同自己科室
及相关科室人员组建工作专班，根据
实际需要实现跨条线、跨科室的交叉
协同。一位科室负责人说，原先隔三
岔五就要召集科室会议，如今有了平
台后，只要将一周任务通过平台分派
到相关人员，实现点对点督办跟踪，便
捷又高效。

“公职人员服务管理平台通过以

决策、部署、执行、评价、监督等全流
程闭环化数字工作流为抓手，实现个
体履职全链条、闭环式、可追溯管理，
通过平台的运用，让基层工作效率更
高、任务协同更顺、干部任用更科学、
绩效考核有依据。”湖滨街道相关负
责人说。

服务更温暖
数字应用解决身边关键小事

今年以来，湖滨街道打造的“智享
生活”小程序、“楼小通”应用、“云上·
湖滨晴雨”、“数智同心荟”等一系列数
字化应用都让居民感受到了数字化带
来的便利。

湖滨街道聚焦现代社区建设，通
过织密全域智治“一张网”、推行掌上
便民“一键通”，实现了问题及时发现、
诉求实时感知等社区治理基本要求。

当前，上城区正在开展“网格走
亲、党群融心”大走访活动，湖滨街道
通过多形式创新走访服务、多载体搭
建民意平台、多领域发挥群体作用，调

度发动网格力量 513 人，形成 61 个
走访小组，共走访居民 24571 人，

收集并解决问题74个。
高效走访，离不开“楼小通”

数字应用。“有了‘楼小通’数
字赋能，系统后台能根据居

民诉求的提出频率，抓取
热力词，将诉求人次多、

热度高的反馈自动生
成在前列，走访更全

面，网格也更智能。”湖
滨街道相关负责人说。

数字化的物业服务，
让老小区居民享受到了新生

活。居民陈先生是一位“加班
族”，之前社区维修管道停水，他

总是漏看通知，影响正常生活。
今年，社区准物业创新实施了

数字化物业管理服务模式，开发“智
享生活”小程序，有报事报修、电子公
告板、安防一体化、电子投票、停车缴
费等 12 项功能。“自从有了这个智慧
物业平台，生活更方便了。”陈先生说。

眼下，湖滨街道正在主打“商居融
合、全龄友好”特色，通过打造“5 分钟
生活服务圈”，实现基础设施、公共空
间、服务体系、治理环境共建共享。

（图片由杭州市湖滨街道提供）

商居智融 全龄友好

数字化品质湖滨擦亮杭州“城市客厅”名片
胡 金 张梦月 王剑鸣 沈 榄

从最初“抬头见泊位”的便捷泊车小小改变，到如今不断升级迭代

的浙江省首批智慧商圈。湖滨，这个杭州“城市客厅”，每一个应用的试

点运行，都宛如一次蝴蝶的振翅，以小应用撬动基层智治大变革。

“我们围绕打造‘商居智融，全龄友好’的品质湖滨总目标，以数字

化为牵引，在智慧商圈、数字化公职人员管理、现代化社区等方面，全面

提升城市客厅的新形象。”杭州湖滨街道相关负责人说。

湖滨商圈

湖滨街道为企服务员实地湖滨街道为企服务员实地
走访解难题走访解难题

▲ 居民在使用智慧物业平台

▲ 55GG直播间促商圈繁荣直播间促商圈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