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视 点
首都食品安全

12
2018年5月18日 星期五 责编星期五 责编：：张乔生 版式张乔生 版式：：武凯强武凯强 E-mailE-mail：：tougao_cfs365@163.com

在首届中国自主品牌博览
会上，北京的全聚德、同仁堂；
上海的上海家化、光明、老凤
祥；青岛的青岛啤酒；贵州的茅
台等悉数亮相，这些“老字号”
在唤醒传统记忆的同时，也让
人们不断思考“老字号”应该如
何焕发新活力？

“老字号”，一头连着历史记
忆，一头连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国家品牌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华
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副
主任何佳讯告诉中新网记者，
“老字号”是中国自主品牌中的
代表群体，在当前时代下，“老字
号”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符
合当前市场的需求，其主要的方
向便是要保持和传承传统和创
新的平衡。

在贵州省的展台上，茅台、
老干妈、都匀毛尖等一众耳熟能
详的品牌悉数亮相，谈及这些
“老字号”，贵州省质量技术监督
局质量管理处处长熊欢咏认为，
这些都得益于它们在品牌质量
建设上久久为功。

以贵州茅台为例，其注重品

质的理念历经百年从未改变。
据熊欢咏介绍，茅台一直保持传
统工艺和原材料的唯一性、可靠
性，同时一直紧绷食品安全这根
弦，既有当前食品检测方面最先
进的设备，也建立了一套食品安
全管理的最严谨的体系。

品质是“老字号”的传统和
根基，品质和消费者口碑也一直
是“老字号”的追求。就光明而
言，光明食品集团董事长是明芳
认为，光明把品质渗透进企业的
文化，任何高利和短期行为对光
明都没有诱惑力。

当然如果“老字号”只相信
“酒香不怕巷子深”，却不能更好
适应当前消费升级的需要，也注
定很难传承。商务部流通发展
司副司长尹虹副司长表示，“老
字号”要不断创新。不仅要不断
深化机制体制改革，不断开发新
产品、开发新工艺，还要借助现
代信息技术，创新新业态、新模
式、新服务。

品牌博览会上，上海家化的
包装软萌可爱，产品推成出新；
茅台酒的“定制化”服务吸引眼

球；“英雄牌”钢笔，不仅针对年
轻“手帐族”推出彩色墨水和可
以画画的软笔，还推出了有智能
模块的电子笔；曾经在“三转一
响”年代人人向往的蝴蝶牌缝纫
机也开始接入互联网。

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副董事长孙为民如是评价一
个好品牌的标准：“一个好的品
牌应该拥有3个维度：认知度
（大众认识这个品牌），美誉度
（大众对这个品牌评价高），依赖
度（在大众中形成一批粉丝）。”

“老字号”在认知度和美誉
度上已有深厚的基础，未来或
许还需在“依赖度”上下功夫。
在此次的自主品牌博览会上，
很多“老字号”还引入了“IP属
性”，光明“熊小白”不仅从单一
的香草味延展到了时下流行的
芝士、草莓酸奶口味，还带着包
括手机壳、电脑包、餐垫等设计
精美的周边产品闪亮登场。正
如是明芳所说：“‘老字号’没有
天然优势，只有创新才是真正
的优势所在。”

（中新网）

“老字号”如何不断焕发新活力？

一项名为“系列食品（农副产品）保鲜防霉膜研制及
产业化”的科技成果，日前在湖南省长沙市通过湖南省
食品科学技术学会组织的专家评审。该成果为减少食
品（农副产品）损耗和降低质量安全风险提供了新的可
靠选择。

此保鲜防霉膜由常德金德新材料公司、哈尔滨工
业大学、湖南农业大学共同研制，历时5年完成。其主
要技术原理为：将涂料主体与保鲜防霉添加剂结合形
成环保涂料，在国内外首次采用涂布工艺与微胶囊造
粒技术，将该功能性涂料涂在薄膜表面，并根据不同的
食品要求做出不同的调整，使普通薄膜具有保鲜、防
霉、防雾等性能。

该项技术已在北京首农集团、北京市菜篮子工程、
湘潭宾之郎食品公司、湖南口味王集团公司、内蒙古丰
镇月饼协会、内蒙古张金涛熏鸡公司等多家企业和单位
应用，表现出重现性好、成熟程度高的特点，经济效益显
著。比如，用于干果类食物，该包装材料的阻隔性相比
普通包装材料提高2至4倍，保鲜时长延长1至3倍，防雷
效果提升80%。

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克复领衔的专家评价团队一致认
为，该保鲜防霉膜技术含量高、创新性强，总体达到国际先
进水平，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建议将成果尽快产业化。

（刘勇）

系列食品（农副产品）保鲜
防霉膜技术通过专家评审

日常所需的瓜果蔬菜，如
何从田间地头运到各大卖场？
运输过程中，能否保证生鲜食
物的品质安全？在烟台，标准
化冷链物流为农产品和生鲜食
物的运输保驾护航。不久前，
商务部办公厅和国家标准委办
公室联合印发《关于复制推广
农产品冷链流通标准化示范典
型经验模式的通知》，烟台成功
入选全国农产品冷链流通标准
化示范城市。烟台围绕推进农
产品冷链流通标准化建设，打
通了冷链流通梗阻，初步形成
了在全国可复制、可推广的全
程冷链经验模式。

日前，记者和烟台市商务局
工作人员一道，探寻冷链物流的
“烟台模式”。

标准化实现冷链
物流“不断链”

冷链物流，一端连接农产
品、食品等供给侧，另一端连接
广大百姓的需求侧，如果“掉链
子”将影响食品安全质量，并损
害农户、经销商和消费者等多方
利益。怎样才能“不断链”？

“我们把打造‘不断链’冷链
物流整合性标准体系作为工作
切入点，逐步建立健全了冷链流
通标准体系。”市商务局副局长
范利才说。为推进“标准化体
系”建设，确保全程冷链标准化，
市商务局制定实施了《烟台果品
果蔬冷链物流操作标准》企业标
准和《果品气调库管理规范》团
体标准，目前已申报省级地方标

准立项，为果品存储管理和冷链
流通提供了技术支撑。通过制
定并使用苹果标准化流通器具，
实现了苹果从田间地头到库区
存储不倒箱，节约了流通成本，
提高了流通效率。

引导企业实施冷链物流规
范操作管理，提高流通标准化
水平。烟台喜旺集团从基础建
设、硬件配置到管理配套三方
面整体推进“标准化”，不仅建
立了从原材料采购、贮存、生产
加工、产品运输到销售终端整
个供应链“纵向到底”的冷链运
行、检查、应急、追溯系统，还建
立了以《喜旺公司冷链要求控
制规范》为主体的管理制度，最
大程度保障了冷链物流追溯体
系的有效运行。烟台海和食品
有限公司坚持用最严标准保证
最高质量，在加工海鲜精品方
面创出“七道鲜”生产流程，每
一件产品都要经过293道严格
检查，达到了国内外销售同线
同标同质的要求，成功通过ISO
质量体系认证、美国HACCP认
证、欧盟注册等多项国际权威
认证。

物联信息技术
提升全程管控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
对于蔬菜、水果、肉类等新鲜食
品的需求逐渐增大，从而加速了
烟台冷链物流行业的发展，从事
冷链物流的企业数量也在逐年
增加。如何实现冷链流通全程
管控？

“鼓励企业利用卫星定位、
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先进信息
技术，按标准化要求配备车辆定
位跟踪及全程温度自动监测、记
录和控制系统，使用仓储管理、
运输管理、订单管理等信息化管
理系统。”范利才表示。通过支
持企业按照冷链物流全程温控
的要求，进行冷链物流监控和冷
链物流信息化系统的升级改造，
在冷库、冷藏车等冷链物流设施
安装温度传感器、温度记录仪等
冷链监控设备，对冷链运输产品
实施在库、运输及交接环境的冷
链温度管理，使商品“采购—入
库—加工—出库—运输—配送”
全程温控数据可视可控。目前，
首批10个规模龙头企业已经完
成信息化监控系统建设并与省
级冷链物流公共信息服务平台
成功对接，在线冷库达52座。
基本实现了冷链物流全过程的
“运输可视化、温度可控化和库
区透明化”，提升了冷链物流信
息化水平。

信息管理是基础，人才培
养是保障。为实现冷链才智齐
备，烟台采取赴境内、外等先进
地区考察学习冷链物流，组织
开展面向冷链物流行业从业人
员专业技术知识和实操技能培
训等，为企业提供能够掌握相
应制冷技术、低温设备管理、电
子商务等科学技术知识的复合
型管理人才及作业人员。目
前，通过自办培训和参加省级
代训等方式培训冷链技术专业
人才600余人次，全面提升了烟
台冷链行业从业人员业务素质

和实操能力。

烟台将新增
10万立方米冷库容量

基础设施是强化冷链的支
撑。烟台通过鼓励冷链物流企
业采用先进的绿色环保冷藏冷
冻设施设备与技术，建设改造标
准化的产地预冷集配中心、低温
加工仓储配送中心、冷冻、冷藏
和周转库，建设冷库封闭式交接
货通道、月台，确保食品出库冷
链“不断链”。

“最后一公里”难到达，成为
许多城市发展冷链物流配送的
痛点。为解决这一难题，烟台在
商场、超市、便利店等零售终端，
推广使用低温冷藏柜，解决冷链
体系中“最后一公里”和“最后一
百米”冷链配送服务。来自市商
务局的一组数据显示，近两年，
烟台增加冷库容量10余万立方

米，建成了一批适应现代流通和
消费需求的低温保鲜仓库，全市
规模以上冷链流通龙头企业冷
库（气调库）容量达540万吨以
上，人均0.77吨。

在推广应用标准化储藏箱、
周转箱、托盘等器具方面，烟台
逐步实现了标准化器具在生产、
加工、流通各环节流转和循环共
用，目前新增冷柜275台，标准
化周转箱1.8万个、标准化苹果
储藏箱 6.3万个、标准化托盘
3500个、标准化货架 1000套。
企业应用多温层冷藏车等设施
设备，发展冷链集装箱多式联
运，实施多温层冷链物流配送，
满足不同食品对温湿度的不同
需求，保证生鲜农产品和易腐食
品在运输过程中始终处于控温
状态。截至目前，烟台新购冷藏
车、叉车17辆，全市冷链运输车
保持在2000辆以上，达到每万
人2.9辆。 （食品伙伴网）

冷链流通“烟台模式”将在全国范围推广

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