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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要求，出售按照规定

应当包装或者附加标签的食用农

产品，在包装或者附加标签后方可

销售。”一超市相关负责人表示，目

前超市有一部分食品为农超对接，

这类食品因为有固定合作社，可以

按照《办法》规定执行，不过需要原

产地、一级批发商、二级批发市场

以及零售端的共同配合才行。

据悉，《办法》详细规定，包装

或者标签上应当按照规定标注食

用农产品名称、产地、生产者、生产

日期等内容；对保质期有要求的，

应当标注保质期；有分级标准或者

使用食品添加剂的，应当标明产品

质量等级或者食品添加剂名称。

对于销售未包装的食用农产品的，

应当在摊位明显位置如实公布食

用农产品名称、产地、生产者或者

销售者名称及姓名等信息。

“目前，农贸市场和个体经营

户标明食用农产品产地，在执行

上存在一定难度。”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食品流通科一工作人员说，

他们除了对食用农产品进行抽样

检验或者快速检测，检测合格的

才能进入市场销售外，已从批发

农贸市场、望江菜市场和水产城

等源头开始推进索票和出票工

作，并将逐步扩大到比较小的菜

市场，鼓励零售商家标明食用农

产品的产地，并逐渐做到对自己

销售的蔬果进行标签。

本 报 讯（记 者 欧 苗 苗

通讯员 林慧）本周五上午，

一场主题为“数字创意 重

塑文化”的“4·26”世界知识

产权日宣传咨询活动将在

玉海广场举行。届时，市科

技局、市科协、市公安局、市

发改局、市经信局、市教育

局等近 30 家单位将集中设

摊，开展知识产权政策、知

识和法律咨询等活动。

据了解，近年来，为进

一步推进以“尊重知识、崇

尚创新、诚信守法”为核心

的知识产权化建设，营造有

利于知识产权事业健康发

展的舆论环境，我市不定期

开展各式各样的知识产权

相关宣传活动。今年，我市

还将结合创建国家知识产

权试点城市的工作要求，进

一步提高市民知识产权意

识 ，加 强 我 市 知 识 产 权 保

护。

本报讯（通讯员 黄旭明

潘晓辰）芳庄乡瓯湖线46K＋

700米处，看似完好的沥青公

路，路面下却暗藏长 2.5 米、

宽2米、深1.4米左右的暗洞。

据了解，由于受近期雷阵

雨天气的影响，边沟内缝隙漏

水，路基泥土被水冲刷淘空，

导致暗洞形成。所幸这个暗

洞被公路工作人员及时发

现。否则，一旦重型货车经

过，路面势必会被压垮，后果

不堪设想。

4月18日上午，湖岭公路

站管理人员巡查发现这个暗

洞后，立即设置道路警示标

志，封闭半幅路面，实现单向

通行，下午组织养护技术人员

抓紧抢修，至当日下午17时，

路面抢修完毕。

目前已进入汛期，山区

公 路 可 能 存 在 安 全 隐 患 。

公路部门提醒驾驶员，驾驶

车辆时多留心路面异常动

态，减速慢行，以确保行车

安全。

你买的蔬菜水果有“身份证”吗？
新规要求商家公布食用农产品名称、产地等信息，部分超市执行到位，普通商贩知之不多

■记者 欧苗苗

市场上销售的蔬果是否有“身

份证”？进货渠道是否正规？这些

问题都直接关系到老百姓舌尖上的

安全。今年3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

《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

督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被

称为“史上最严”规定，要求商家公

布食用农产品名称、产地等信息。

《办法》实施以来已有1个多

月，昨日，记者走访了市区多家超

市和农贸市场发现，多数规模较大

的超市已公示农产品的相关信息，

但在农贸市场执行相关规定难度

较大。

部分超市生鲜食品“身份”明确

在罗阳大道、万松路等几家

超市，无论是水果还是蔬菜，其

上方的价格标签上都写着该农

产品的名称、产地、价格等信息，

市民选购时一目了然。

在罗阳大道一大型超市内，

海鲜、鱼类等生鲜食品均放置在

冰架上，肉类食品放置在保鲜柜

中，顾客挑选后由超市员工上秤

装袋，包装上有食品名称、单价、

数量等简单信息。

据超市的肉蔬销售员介绍，

自《办法》施行以来，超市调整了

蔬菜标签内容，与以前相比更加

完善。例如，贴在蔬菜保鲜膜的

标签上除了品名、单价、重量信

息，还会标明总价、生产日期，有

些甚至标明了具体的生产商或

供货商名称。

不过，在十八家批发市场蔬

菜区及其他水果批发店，记者并

没有看到相关的标牌内容。此

外，一些蔬果个体经营户也未执

行《办法》。

生鲜食品信息公示鲜有人知

在万松路一家超市，记者随

机采访了几位市民，多数人表示

不了解《办法》，只有个别顾客看

过相关新闻。

“我买菜时一般只看价格，

没注意蔬菜的产地等信息。”正

在选购蔬菜的市民孙女士说。

“我平时买东西都会仔细查

看产品的具体信息，遇到标注不

详的，会向销售员咨询。不过这

段时间，我发现很多蔬果的信息

更加完善了，市民选购心里更明

白了。”市民林小姐说，她对《办

法》有所了解，一些大型超市里

的蔬果都配上了“身份证”，但到

一些个体经营户那里买蔬果时，

没有看到相关信息标注。

记者在农贸市场和蔬菜批发

市场采访时了解到，不少商贩对

于《办法》有些陌生。一位商贩坦

言，《办法》在超市容易执行，在菜

市场很难执行到位，而且批发来

的蔬菜已经在源头进行了检测，

再次标注产地信息意义不大。“我

卖的菜都是自产自销，没有批发

市场的相关证明，如果随便写个

产地，也没有什么意义。”他说。

普遍性执行有难度，将逐步扩大范围

瓯湖线芳庄乡段
路面下藏暗洞
前日下午已发现修复

周五，玉海广场
有世界知识产权日
宣传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