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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6日下午，武汉地铁洪山广场站，下班回家的李女
士在站内的百大鲜生洪广市集买了一把芹菜。用手机扫了扫
小票上的二维码，结果显示，这把芹菜批发自白沙洲农副产品
大市场，批发商是蔬菜南区 2 区 35-36 号商户，芹菜产地山
东，检测结果为合格。

“买把菜能查到‘体检报告’，回家吃起来就放心多了。”李
女士说。进一步查询，还可以看到批发商的营业执照、手机号
码及自我承诺。批发商承诺，销售的农产品不使用禁用农药
兽药、停用兽药和非法添加物，常规农药兽药残留不超标。

来自武汉市市场监管局的信息显示，武汉已建成并运行
食用农产品食品安全信息追溯体系，覆盖全市6家农批市场、
9家连锁超市、4家生鲜电商及60余家农贸市场，蔬菜（含人工
种植的食用菌）、水果、茶鲜叶、畜禽肉、禽蛋、养殖水产品等6
大类产品。可以说，市民买菜扫个码基本实现“信息可追溯、
产地可查询、安全有保障”。

市市场监管局食品流通处相关负责人介绍，食用农产品
食品安全信息可追溯，可让消费者“吃得放心”。另一方面，从
监管角度，一旦出现食品安全风险，可全链条追查，及时处置
排除隐患，最大限度保障食品安全。

进入农批市场，食用农产品安全信息就开始收
集、赋码

白沙洲农副产品批发大市场蔬菜北一区30-32号区金临
商行，门口贴着“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信息码”二维码。手机
扫一扫，立刻弹出“武汉市食品安全追溯系统”界面，显示商行
的名称、营业执照、联系电话、承诺以及批发商品的合格证书
等信息。当日，商行批发的大蒜、西芹的产地、检测情况同时
显示。大蒜的产地为嘉鱼，西芹的产地为山东，检测结果均合
格。

“草鱼来自本市新洲区，检验合格；鲢鱼来自本市洪山区，
检验合格。”眼下正是腌制鱼肉的季节，在市场水产B区21号
李敏水产商行前，前来批发鱼的采购商排起了长队。扫描商
行的“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信息码”后，商行信息、批发的产品
信息都显示了出来。批发商李敏说，这个信息码里批发产品

信息每天都要上传、更新，“产品来自哪里，检测合不合格，入
场经过查验，合格了才可能进场批发销售”。

白沙洲农副产品批发大市场管理办公室邱伟介绍，市场
300多家批发商都有“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信息码”，主要有
经营户信息、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信息、检验检测信息
等内容，在经营户交易场所公示。其中，食用农产品从入场时
就开始查验、收集质量安全信息，每日更新。

邱伟说，食用农产品在批发市场这个环节赋的安全信息
追溯码，聚合到“武汉市食品安全追溯系统”，印制在产品批发
出去的“销售一票通”上，进入集贸市场、餐饮店都可以查得
到。

据了解，全市目前6家农副产品批发大市场供应武汉市
场八成以上肉菜，1454家经营户全部“一户一码”。这就意味
着给市民“菜篮子”大部分肉菜上了安全“身份证”。

肉菜和安全信息一同进入集贸市场，价签扫码
可追溯

百大鲜生洪广市集摊主谷春丽为消费者称重1公斤冬瓜
后，用带打印功能的电子秤，将1公斤冬瓜的价签打了出来。
价签上显示了菜的种类、重量、金额，还附有追溯二维码。微
信扫码，手机界面上立刻显示出，这1公斤冬瓜的供货商是白
沙洲农副产品大市场168商行，产地是山东淄博。

百大鲜生经理马成文介绍，洪广市集现有摊位 130 多
家，基本上从白沙洲农副产品批发大市场进货，该市场目前
作为首批纳入安全信息追溯进行先行先试。市场内每位摊
主都有自己的信息二维码，每天开市前，市场管理人员会将
摊主当天的进货票据及批发市场生成的食品安全信息进行
统一收集，上传推送至经营户信息二维码，形成追溯码。每
个摊位销售的食用农产品，都可打印出追溯码。马成文说，
若不能提供当日进货票据和食品安全信息二维码，不得开
门营业。

市市场监管局食品流通处相关负责人介绍，并不是所有
农贸市场都有追溯码，农贸市场进货渠道主要是批发市场，经
营户在批发市场进货时，应主动索取并留存“销售一票通”，通

过印制在上面的质量安全信息二维码，就可实现信息追溯。
目前，全市60余家农贸市场已实现查验和票据留存。

这位负责人说，农贸市场经销农民自产自销、无法提供承
诺达标合格证或检测合格证明的食用农产品，市场方要开展
抽样快检，检测结果在市场内公示。

超市、生鲜电商自建追溯体系，未来将整合升级
“一码通行”

12月18日，在汉口黄孝河路中百仓储店，卖场内醒目处
均张贴有中百仓储食品安全信息追溯二维码“先扫鲜知道”。
卖场工作人员介绍，卖场内每件商品的价签上都印制有追溯
码，方便消费者随时扫码查询。

在蔬菜区，扫一袋青花椒价签上的追溯码，青花椒的相关
信息立即显示在手机屏幕上，包括产地、进货日期、供应商名
称、质检报告等一应俱全。每个肉制品摊位上方，都悬挂有湖
北省畜禽产品溯源查询码。扫描溯源二维码，只需几秒，包含
猪肉生产单位、检疫记录、动物检疫合格证明等信息就显示出
来了。

中百仓储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10月超市建成了食用农
产品食品安全信息追溯体系，所有进场商品都要查验并留存
食用农产品进货凭证和承诺达标合格证，归集成食品安全信
息二维码，方便消费者追溯查询，了解食品安全的相关信息。

据了解，除连锁超市外，武汉生鲜电商如小象超市、朴朴
也建立了食品安全信息追溯系统，通过APP上相关链接可查
询追溯。比如，在小象超市APP购买“慢养黑猪肉”，消费者
可在商品参数链接里，看到包括品种、保质期、储存条件、产
地、饲养方式等信息。

市市场监管局食品流通处相关负责人介绍，经过一年多
建设，武汉食用农产品食品安全信息追溯体系基本实现了流
通环节全覆盖。未来，市场监管部门将整合现有的农批市场
到农贸市场、连锁超市、食品电商追溯系统，搭建全市统一的
食用农产品信息追溯平台，一码通行，并实现食品安全数据实
时上传和线上实时监管。

（唐煜 李爱华 蔡青）

个体工商户的发展，关系千家万户生计，关系
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作为市场经济“毛细血管”，个
体工商户在繁荣经济、稳定就业、促进创新等方面发
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精准呵护其茁壮成长，是推动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之举。

近年来，从国家到地方一系列扶持政策相继
出台，为个体工商户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税费
减免政策有效降低了经营成本，让个体工商户能
轻装上阵；金融支持举措增加了资金流动性，有力
促进化解融资难、融资贵等“老大难”问题；简化行
政审批流程则大大节省了时间和精力，使他们能
够将更多心思放在经营业务上。这些政策如同阳
光雨露，滋养着个体工商户的成长。然而在发展
过程中，个体工商户仍面临诸多挑战，比如大型企
业和电商平台的激烈竞争，比如经营成本的不断
攀升，凡此种种都要全社会共同关心和帮助解决。

精准呵护个体工商户，需要社会各方共同发
力。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要进一步深化“放管
服”改革，提高政务服务水平，为个体工商户提供
更加便捷、高效的服务。在加强市场监管方面，要
持续打击不正当竞争行为，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
秩序，让个体工商户在良好的市场环境中安心经
营。

精准呵护个体工商户，还需完善社会服务体
系。建立健全个体工商户服务平台，整合各类资
源，为其提供政策咨询、法律援助、市场信息等一
站式服务。引导行业协会发挥积极作用，加强行
业自律，促进个体工商户之间的交流合作与抱团
发展。

武汉市在呵护个体工商户成长方面做出了有
益尝试，积累了丰富经验。全市市场监督部门聚
焦全生命周期服务和突出诉求，加强政策精准供
给和梯次帮扶培育，个体工商户总数和发展质量
节节攀升。今年，全市从130余万个体工商户中
首批认定385户“名特优新”个体工商户，分型分
类精准帮扶，促进其提升发展质量。

武汉的做法带来
的启示是，只有精准
施策、精心呵护，才能
让这一庞大群体在市
场经济浪潮中稳健前
行，共同绘就经济繁
荣社会稳定的美好画
卷。 （惠风）康康姐快语

武汉初步建成食用农产品安全信息追溯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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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硚口区地大校内片还建房交付的通知
硚口区地大校内片旧城区改建房屋征收项目红线范围内选择产

权调换的房源（华发公园首府）已竣工，具备交付条件。该项目选择
产权调换居民可于2024年12月28日开始办理收房手续。

根据征收有关条令，鉴于还建工作已于2024年12月正式启动，
产生过渡费已统一计算发放至2024年12月31日，因自身原因逾期未
办理收房手续的，超期产生过渡费不予发放。

硚口区住房和城市更新局
2024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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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日报讯（记者许魏巍）行道树下面
的树池护栏挤占人行道，树池护栏与人行道
旁墙面仅剩20厘米左右的距离可通行，导致
附近居民出行十分不便。近日，市民李先生
在武汉城市留言板向长江日报《拍“板”》栏
目反映了这一问题。相关部门当日便到现
场查看，并将行道树和护栏一并移除。

据李先生介绍，该处树池护栏位于汉阳

区三里坡路与高龙路交界处，呈方形，边长在
1.2米左右。因为此处人行道一侧是墙面，树
池护栏将人行道侵占后，行人走路空间非常
狭窄，只剩20厘米左右，附近居民推婴儿车、
骑自行车和电动车都无法从此处通过，需要
绕道到机动车道上，十分不方便。

“晚上光线不好，很多人如不注意会被
树池护栏绊倒，也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李

先生告诉长江日报记者，这一情况至少存在
有半年之久了，他希望相关部门能将此树和
树池护栏移走。

对此，汉阳区园林局在李先生留言当天
便安排工作人员到现场查看了具体情况，并
对行道树进行了移除，同时对路面进行了平
整，方便居民出行。

12 月 29 日，记者致电李先生，他表示，

大概半年前他就发现了这个问题，只是当时
没有途径反馈，后来知道武汉城市留言板可
以反馈，就在上面留了言。

“让我没想到的
是，相关部门响应这
么快，现在出行方便
多了。”李先生感叹
地说。

拍“板”

挤占人行道的行道树移走了

长江日报讯（记者尹勤兵）“青蛙、乌龟
同处一片荷叶上，青蛙使出‘波气功’，致乌
龟四脚朝天……”近日，武汉长江大桥下，汉
阳江滩一期一处荷塘一池碧水中，一组雕塑
引发网友关注。有网友自称被困扰十多年：

“这组雕塑背后有什么典故吗？”
5天前，网友“一个亭子”在小红书上晒

出一张有上述内容的随手拍照片，咨询汉阳
江滩公园一组青蛙和乌龟互动的雕塑有何
含义和典故。

图片显示，一只巨型青蛙和一只巨型乌
龟同处一片荷叶上，青蛙使出“波气功”，乌
龟四脚朝天……

这个“求答案”的帖子，引起了不少网友
的围观和猜想，大家纷纷使用戏谑的口吻，
给两只动物备注拟人对话。

为了解开网友的困惑，12月25日，长江
日报记者找到汉阳区水务局堤防科负责人
章泳，他表示这组雕塑大约是2005 年修建
大禹神话园时建设的，建设方应是武汉市水
务集团。26 日，记者辗转联系上市文史研
究馆馆员、这些年一直沉心研究楚文化的历

史学博士程涛平老人。
2005 年，程涛平老人是谋划和建设汉

阳江滩大禹神话园的主要负责人和见证
者，曾负责整个园区文创雕塑的规划创
作。据其介绍：市民眼下看到的这组青蛙
雕塑所在地原本在大禹神话园建设范围
内，后因种种原因，临时改建为现在的样
子。老人称，因非他主持建造，并不了解该
雕塑内涵。

得知有网友对该组雕塑的寓意有兴趣，
武汉市城市防洪勘测设计院水工室主任孟
祥东透露，经考证，当年汉阳江滩建设时，设
计院主要负责土建部分，文创主要外包给社
会单位做。在详细查询档案后，他称由于年
代久远，已找不到该雕塑的相关图纸和资
料。

为慎重起见，孟祥东又专门请教了设
计院老职工，老职工称这组“青蛙打乌
龟，青蛙吹箫”雕塑，是当年外包文创团
队做的。“雕塑本身并没有特别寓意，应该
就是简单取‘童趣、好玩’的轻松诙谐幽默
感！”

青蛙打翻乌龟有何典故？
江滩这组雕塑引热议

你好，武汉！再见，武汉！
没想到，在武汉待了两个多月，我

变了。
10月8日，我接到单位安排来武汉出差，二

话没说，收拾行李就来了。结果这一呆，就到了
12月下旬。

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来武汉了，我记得刚来武
汉时，觉得城市好大，好想立刻尝一下武汉正宗的
热干面，好想立刻去黄鹤楼看看。但是这次，除了
对城市的好奇，更多的是对武汉人的好奇和探究。

就说前段时间，我在地铁过安检，行李很
多，一位阿姨看到就问需要帮忙吗？我迫不及
待地说：“需要，太感谢了!”另一位阿姨听到后，
就问我：“是不是要回家过年啦？”我笑了笑，旁
边一个爷爷听到后说：“也快啦，还有一个月就
过年啦！”我依然笑着回应。安检完，爷爷帮我
把行李拿下来，我整理后背上包，爷爷笑着对我
说：“辛苦一年了，回去可要好好犒劳一下自己
啊。”我笑着说：“好的好的，谢谢。”我当时感觉心
里暖暖的，仿佛自己真的是长期远离家乡在外辛
苦打拼的年轻人，而不是短暂来这里出差的。

除此之外，在武汉，我遇到了很多温暖的
人。异地同事郭哥热心肠，常请我们喝饮料，尽
管我曾不小心把咖啡洒在他车上；酒店不远的
面馆老板和老板娘热情周到，经常根据我的“奇
思妙想”做出美味面食，还送我茶叶蛋和其他菜
品；酒店前台姐姐不仅热心帮我加被子，还教我
如何开空调保暖……

于是乎，在这不知不觉的两个多月里，我感
觉自己变了：让我学会了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也
让我开始享受独处的时光，因为有时和陌生人打
交道真的有些不同寻常的快乐感。武汉这座城
市给我留下了热情、有烟火气和人情味的印象。

我慢慢习惯了武汉的生活节奏，甚至开玩
笑说：“武汉是我的第二故乡。”现在，我跟朋友
介绍都说：“如果你要去武汉可以找我要攻略，
我是武汉人！”

——大武汉客户端网友@吴婷婷

周末的解放公园，是孩子们的乐园，喂完了鸽子，来串
糖葫芦，小憩片刻再去追逐大气球，温暖的阳光洒在他们稚
嫩的小脸上，手里的糖葫芦像一串串小灯笼，画面温馨，更
带有几分年味的喜庆。不知不觉，新的一年又要到了。

——大武汉客户端网友@风姿
（整理：沈欣 实习生余嘉琪）

一人一支糖葫芦

12月28日，武汉东湖风景区湖面成群的红嘴鸥绕着游船
盘旋，显得非常有爱，船上游客得以近距离观赏一路相随的红嘴
鸥。每年冬季，大批红嘴鸥从遥远的西伯利亚等地飞来东湖做
客，享用湖中丰盛的鱼虾宴，直到次年2月底才陆续离开武汉。

长江日报记者高勇 摄影报道

鸟纷飞
爱相随

长江日报讯 中建壹品汉芯公馆项目
在最繁华的汉口，毗邻江滩和古德寺，和大
型商业体隔轻轨相望。临建办公区顶部有

“低碳工地”四个大字。何为低碳工地？项
目技术总工赵贻强笑着说：“先不进工地，
我们外面转转。”

项目办公室对面（工地围挡外）有一个
由7间集装箱房组成的远控塔机控制室，走
进去一看，感觉像游戏机厅。7台“游戏机”
前面各自搭配6块大屏共11个画面，操作
手正移动着操纵杆。赵贻强说：“这是我们
的塔吊司机，我们通过远程控制系统并借
助塔吊上安装的数十个摄像头，司机师傅
们在地面上就可以开塔吊。”

1993年出生的李奇秀正在开塔吊，与
传统塔吊司机不同的是，她不仅妆容精致，
还做着漂亮的美甲，像办公室的女白领。

“开塔吊已经近7年时间，美甲是到这个工
地之后才做的。”李奇秀笑着说，以前开塔
吊需要爬到塔吊上的操作室，爬上爬下自
然不方便做美甲，也很少化妆，没想到来这
个项目开塔吊，居然不用爬塔吊了，直接在
地面就可以操作设备。

“这些摄像头，其实比我坐在高高的塔
吊顶上视野更好，看得更清楚，我的视线甚
至能拐弯。”李奇秀盯着屏幕边说边干，“以
前女塔吊司机很少，如果以后各个工地都
能实现远程操控塔吊，相信女塔吊司机会
越来越多。”

精准抓取物件再吊到目标位置，只见
在李奇秀的操作下，施工快捷、有序。

“我们之所以是低碳工地，就因为实现
了绿色建造。”赵贻强介绍，除了远程开塔
吊，项目还通过新技术新工艺的应用，提高
人员和设备的效率。比如大部分部件都是
在工厂里生产，到现场就像搭积木一样拼
装就行。

中建三局科创公司汉芯公馆项目指挥
长赵德军介绍，为了实时掌握工地在施工
过程中的碳排放量，项目还将上新一套大
模型数据计算系统。该系统可结合建筑施
工过程中的碳排放因子快速计算出整个项
目实施中的碳排放量。今后，施工过程中
的碳排放量将有据可依、有据可查。

（潘璐）
右图：女塔吊手在地面操作塔吊。

“低碳工地”上的女司机

开塔吊不用爬塔吊 还可做美甲

美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