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放 大“ 标 准 化 + ”效 应

近年来，太原将标准化改革列入

全市重点改革任务，不断完善管理体

制、工作机制、政策支持和要素保障，

形 成 高 位 推 动 、上 下 互 动 、各 行 业 领

域 协 调 联 动 的 标 准 化 工 作 格 局 。 在

构建新型标准体系、发挥“标准化 +”

效 应 等 方 面 先 行 先 试 、探 索 创 新 ，主

导和参与制定国际标准 9 项、国家标

准 48 项、行业标准 61 项，发布地方标

准 14 项，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

要支撑。 2019 年 12 月 28 日，在人民

大会堂举行的“质量之光”论坛上，凭

借“创质量名城，铸幸福太原”的质量

强市战略，太原获得“质量魅力城市”

称号。

农 贸 市 场 连 着 老 百 姓 的“ 菜 篮 子 ”，其 农 产 品 的 质 量 管 控 水 平 ，不 仅 关 系 着 城 市 卫 生 状 况 和 文 明 程 度 ，更 攸 关 百

姓的食品安全。自 2016 年 5 月，被国务院食安办确定为第三批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试点以来，太原市强化从

农 田 到 餐 桌 全 过 程 监 管 ，从 群 众 最 关 心 的 问 题 入 手 ，严 防 严 管 严 控 食 品 安 全 风 险 ，全 力 保 障 人 民 群 众“ 舌 尖 上 的 安

全”，2023 年全年未发生重特大食品安全事件，保持了食品安全稳中向好形势。

太
原
宝
藏
地

做
细
标
准
化

太 原 宝 藏 地 守 牢 食 安 关

地方新闻33责编 雷小霞 苏 瑾 张贵荣 2024 年 8 月 9 日 星期五

建 设 标 准 化 新 体 系

近年来，太原坚持先进标准引领产品和服
务质量提升，重点在城市可持续发展、特色农
林产业、社区养老、医养结合、现代物流等领域
开展先进标准研制工作。通过加快设立各行
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助推全市标准化工作专
业化、规范化、国际化发展。截至目前，已成立
市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1 个（太原市农业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市级标准化专家组 2 个（太原
市科技标准化专家组、太原市医养结合标准化
专家组）。

建立标准化补助机制，对由企业主导制定
的国际、国家、行业、地方技术标准，分别给予
标准主导制定企业 100 万元、50 万元、30 万
元、10 万元补助。 2018 年至 2020 年，共对山
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等 39 家企业主导
制定的 64项标准给予 1610万元补助。

截至 2023 年底，全市共 616 家企业累计
上报 4051 项标准，涵盖 7298 种产品，其中国
家标准 103个、行业标准 58个、地方标准 1个、
企业标准 3855 个、团体标准 34 个。中化二建
集团参与编制的国际标准《火电厂腐蚀控制工
程全生命周期要求》填补了国内外该领域标准
的空白；制定发布了《科技成果评价规范》等
14 项太原市地方标准，其中《居家医养结合服
务规范》和《居家安宁疗护服务规范》两项标准
填补国内空白；创建国家级标准化试点示范项
目 6 个、省级标准化试点示范项目 5 个；清徐
县发布实施了《酿醋专用高粱丰产栽培技术规
程》团体标准，娄烦县推动了“娄烦杂粮宴”标
准打造。

标准决定质量，高标准才有高质量。要真正
实现转型跨越发展，必须要以标准化引领质量提
升能力建设，以高标准倒逼产业转型升级，以标
准助力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
展、共享发展。

太原将“标准化”贯穿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
领域、各个层级，释放“标准化+”效应，实现标准
化与科技创新、产业发展、社会治理等的融合发
展。围绕落实新发展理念开展“标准化+”行动，
把“标准化+”与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等新动能
紧密结合起来，大力推进新产业、新动能标准领
航工程，及时制定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新材
料标准，同步推进科技研发、标准研制和产业发
展，以新标准引领新产业、新动能快速发展，促进
标准化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

加快推进构建“太原标准”体系，太原扣紧

重 点 产 业 链 、专 业 镇 建 设 契 机 ，围 绕 先 进 轨 道
交 通 、煤 机 智 能 制 造 、通 用 航 空等标志性产业
链，发挥“链主”“链核”企业积极作用，完善具有
太原特色的地方标准体系，以标准化助力质量
提升。

积 极 构 建 国 内 领 先 的“ 太 原 制 造 ”标 准 体
系。围绕干鲜果、蔬菜、土畜产等优势农业，构建
覆盖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服务体系的

“太原农业”标准体系，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等
级；围绕劳动就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乡村振
兴等重点领域，健全“太原民生”标准体系，切实
提升民生质量；围绕现代金融、现代物流等新兴
产业，完善“太原服务”标准体系，提高现代服务
业质量水平；围绕绿色建筑、钢结构等重点领域
的标准制定，推动建筑部品、住宅部品构配件系
列化、标准化、通用化。

带 动 行 业 质 量 跃 升

新时代赋予标准化新的历史使命和更高的
要求，太原强化标准化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中的技术支撑手段，充分发挥标准化在
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下的构建国家治理能力的基
础性、战略性、引领性作用，鼓励和引导企业对标
达标，主动制定、实施先进标准，以先进标准引领
产品和服务质量提升，培育形成以技术、标准、品
牌、服务为核心的质量优势，助推产业发展质量
稳步提高，促进全市质量水平整体跃升。

企业标准“领跑者”制度，就是通过第三方评
估机构评出高水平的企业标准，企业通过对标标
准评估出本企业产品或服务质量所处的行业水
平位置，找到差距和改进的方向，促进行业全面
提升质量，扩大优质产品和服务供给。

近年来，太原实施企业标准“领跑者”制度，

发挥标杆企业引领作用，带动全行业标准的制
定，实现全产业链标准全面升级，共征集太原重
型机械有限公司、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等 17

家不同领域企业、45个项目作为企业“领跑者”项
目向省局申报，鼓励企业制定严于国家标准、行
业标准的企业标准，助力标准“领跑者”企业的品
牌打造。

此外，太原通过推行企业产品和服务标准自
我声明公开和监督制度，组织辖区内企业开展企
业产品标准自我声明公开，鼓励标准化专业机构
对企业公开的标准开展比对和评价，强化社会监
督。截至目前，394 家企业自我声明公开了 2026

项产品标准，涵盖 3863种产品，其中国家标准 97

项 、行 业 标 准 47 项 、地 方 标 准 1 项 、企 业 标 准
1881项。 记者 张 勇

快 检 把 头 关

“这个显示屏特别好，蔬菜、水果的检测结果合不合
格，一目了然，我们买东西自然更放心。”在九州农副产
品批发市场门口，前来买菜的居民赵乡虎对记者说。在
他的前方，竖着一块大型显示屏，上面滚动显示着正在
检测的蔬菜、水果名称及检测结果。

在市场内，3 名身穿白大褂的抽检人员正挨家挨户
选取要抽检的蔬菜、水果样品。“每一家店都有一个自己
的二维码，进店之后，我们会先扫码，再选取样品。将样
品放入密封袋后，再扫密封袋上的二维码，这样一来样
品信息就进入实验室信息库了。”抽检人员告诉记者，

“市场内的重点蔬菜和水果，我们基本天天都会抽检。”
跟随检测人员回到检测室后，记者看到，整个检测

室分为收样区、前处理区、制样区等几个区域。经过一

些前置步骤后，检测人员选取样品菜豆、冬枣中最容易
堆积农药的部分，粉碎、浓缩后，滴入检验溶液充分混
合，再滴到试纸上，然后送入检测机器。“我们现在做的
是有机磷和氨基甲酸脂类的检测。有机磷和氨基甲酸
脂类农药会对消费者身体健康造成影响。”检测人员告
诉记者，“检测完成后，显示屏很快会显示结果。”大约
10 分钟后，检测结果出来了，菜豆和冬枣的样品检测结
果均为阴性。

“日前，我们在市场监管部门的帮助下，严格按照统
一装修形象、统一建设规范、统一检测标准、统一公示结
果的要求，对原有的农贸市场检测实验室进行了升级改
造，同步规范检测流程、提升检测能力。”九州农副产品
批发市场工作人员谭江告诉记者，“原先，我们这个实验
室只能检测几个项目，经过改造后，群众关心的农残、瘦
肉精、食用油酸价和过氧化值、散白酒中的甲醇、豆芽中
的 4-氯苯氧乙酸钠和 6-苄基腺嘌呤等项目都能检测，
而且检测时间也大大缩短。”

快检实验室升级改造后，通过电子化采样、智能化
检测、检测信息实时上传，消费者可以随时随地查看自
己选购的蔬菜、水果等商 品 是 否 经 过 检 测 ，检 测 是 否
合格。

智 能 细 管 理

太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充分发挥市场监管“工具
箱”效能，围绕“菜篮子”安全，全方位提升食品安全现代
化监管能力。依托新建“食品安全智慧监管平台”，太原
开发推行“智慧农批”系统，督促农批市场积极推进“一
户一码”（食品抽检信息公示码）使用落地，实现了食用
农产品集中交易市场、大型商超、学校食堂、集中用餐配
送单位等农产品快检信息数据录入共享，建立了全市食
品快检信息汇集、分析、发布、监测、预警等为一体的综
合服务和共享体系，促进了数据赋能、智慧快检、检管结
合的现代化食品监管能力提升。

推动食品抽检、食品流通、执法检查等多部门联动，
建立快检与监督抽检、执法检查的横向联动机制，以农药

残留、兽药残留、非法添加非食品物质等重点安全性指
标和农批市场快检疑似不合格的食用农产品为重点检
测项目，推行“快速检测+监督抽检+执法检查”协同闭
环监管模式，大力提高食品安全问题发现率和准确率，
力争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食品安全风险。

通过搭建平台，太原建立规范化共用互认检测结果
“通行证”。按照食用农产品“来源可溯、质量可控、去向
可查”的质量安全监督管理体系，太原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组织河西、九州、屯汇、丈子头等 7 大农批市场实现

“食用农产品快速检测报告”一证互认通用机制，7 个市
场之间食用农产品相互流通，实行监测报告互认通用，
减少食用农产品重复检测，实现快速入市，提升了经济
效能。

监 管 一 条 龙

太原积极统筹日常监管与专项执法力量。在源头
上，以批发市场为重点，严查不履行《食用农产品市场销
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职责，不开展食品快检、不公
示快检结果、不规范实施快检、出具虚假检测证明等行
为。在末端上，督促指导集中统一采购食品的学校及托
幼机构、机关单位或企业，在采购食品时向进货单位索
取承诺达标合格证或产品质量合格凭证或批发市场开
办方出具的农产品快速检测合格证明等证明。对进货
查验义务履行不到位的超市、餐饮企业、学校食堂，且在
监督抽检中存在农兽药残留超标等情况，太原依法严厉
惩处。

太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协调公安等部门设立农批
市场工作站点，专人进驻，持续强化监管力度，探索建立
检测呈阳性食品的处置流程，强化对问题产品的监管与
处置，并建立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协议承诺书制度，压
实企业主体责任，以自我承诺的形式，对不合格产品实
行自我销毁或者无害化处理，并向属地市场监督管理部
门报告，最大限度防止不合格产品流入市场。

记者 张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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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建立标准化补助机制，对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等 39 家企业主导制定的 64 项标准给
予 1610 万元补助。 王旭宏 摄

通过制定严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企业标准，山西喆航航空
工业有限公司的产品质量更上一层楼。 王 昕 摄

娄 烦 县 通 过 推 动“ 娄 烦 杂 粮 宴 ”标 准 打 造 ，让 杂 粮 成 了“ 正
规 军 ”。 牛利敏 摄

食品快速检测进超市。 邓寅明 摄

市民通过扫码就可获得蔬菜相关信息。 邓寅明 摄

农贸市场抽样检查。 大型农贸市场食品快速检测室。

我市两项医养标准填补国内空白。图为杏花岭区中心医院府
西医养中心。 牛利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