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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雷风雨）日前，本市首个
湿地生态气象观测站在团泊鸟类自然保护
区建成投用，将为研究城市湿地生态环境
保护提供第一手生态气象观测资料。

市气候中心、市团泊鸟类自然保护区
管理委员会和静海区气象局日前签署《团
泊湖生态气象站共建共管共用合作协议》，
协同打造全市湿地生态气象监测示范地。
通过项目建设，进一步实现卫星遥感和生
态气象地面观测站的互补监测，获取的实
时观测数据填补了本市重点生态功能区生
态气象观测的空白。

据了解，市气候中心、市团泊鸟类自然
保护区管理委员会和静海区气象局依托
“智慧气象”项目，在团泊鸟类自然保护区
架设可观测空气温度、湿度、太阳辐射、气
压等九大气象要素的湿地生态气象观测
站，同时涵盖负氧离子监测仪、植被和物候
观测系统、分光谱辐射计，能够采集保护区
内空气中特定负氧离子并智能计算浓度
值，自动获取植物物候、鸟类物候相关信息
以及开展湿地水体叶绿素浓度和悬浮物浓
度移动观测。

本市首个湿地生态气
象观测站投用

生态气象观测
助力湿地保护

在《天津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实施三周年即将到来之际，东丽区城管委近

日在华明街道第六社区开展垃圾分类知识宣传，进一步深化社区居民生活垃圾

分类理念。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居民讲解生活垃圾分类的益处、有害垃圾对环

境造成的危害等知识，教授居民如何正确分类垃圾，引导大家养成主动分类、精

准投放的好习惯。 通讯员 翟鑫彬 本报记者 尉迟健平摄

绿色理念 深入人心

本报讯（记者雷风雨）市十八届人
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昨天审议通过
《天津市食品安全条例》，从明年5月1
日起施行。“该条例聚焦群众关心关注
的食用农产品安全、网络食品经营、学
校食品安全，以及食品生产加工小作
坊、小餐饮、食品摊贩的监督管理等问
题，作出相关监管规定，提升食品全链
条质量安全保障水平。”市人大常委会
法工委主任王泽庆说。

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选择在网
上购买食品。网络食品经营安全如何
把控？针对这样的情况，该条例明确
了入网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依法取得
食品生产经营许可或者食品小作坊许
可、小餐饮许可。入网餐饮服务提供
者应具有实体经营门店，列举了入网
餐饮服务提供者在经营活动中应当遵
守的食品安全规范要求。条例规范网
络食品经营和餐饮配送服务，明确了

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履行
对入网食品经营者及其经营行为的相
关管理责任。

学校食品安全关系青少年健康
成长，依法加强学校食品安全监管十
分重要。条例明确，学校应建立并落
实餐食加工过程控制、集中用餐陪餐
等制度，利用公共信息平台等方式及
时公开食品进货来源、供餐单位、投
诉渠道等信息。学校食堂应建立食
品安全追溯体系，运用“互联网+明
厨亮灶”等方式公开食品加工过程。
条例规范校外配餐管理，采取校外配
餐模式供餐的，应按照规定选择取得
食品经营许可、能承担食品安全责
任、社会信誉良好的校外配餐企业。
配餐企业应实施“互联网+明厨亮
灶”工程，接受监督。

根据食品安全法的授权，该条例
还对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小餐饮和

食品摊贩的食品生产经营监督管理作
出规定。对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实行
许可制度，对食品摊贩实行备案管理，
明确了许可条件、程序和备案要求。
明确“三小”生产经营活动应遵守的食
品安全要求及禁止事项，规定了相应
法律责任。明确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
平台应加强对入网经营的食品小作
坊、小餐饮的食品安全管理。
“本市充分依托食安天津智慧监

管大数据云平台、天津市放心农产品
质量安全监管平台和市场主体信用
信息公示系统，综合运用法治监管、
智慧监管、信用监管手段，加强‘从农
田到餐桌’的食品安全全链条治理；
加强直播带货、生鲜电商等新业态新
模式的监管；持续关注‘网红餐厅’和
外卖平台，推进线上线下餐饮同标同
质。”市市场监管委（市食品安全办）
主任戴东强说。

《天津市食品安全条例》明年5月起施行

从农田到餐桌加强全链条监管

本报讯（记者王绍芳）记者从市场
监管部门获悉，天津市市场监管综合行
政执法总队联合公安机关、区执法支
队，近日开展打击直播售假专项行动。

日前执法总队接到举报，称本市
有多家商户通过“快手”平台对外销售
涉嫌侵犯“始祖鸟”“迪桑特”等品牌注
册商标专用权的服装。经研判，执法
人员锁定直播间实际位置、直播规律、
直播人员等信息，联合天津市公安局
环食药保卫总队、滨海新区、津南区、
东丽区公安部门及市场综合执法支
队，对涉案商户开展执法检查。

执法人员发现，涉案商户将其
100多平方米的经营场所分成直播
间、展示区和仓库，主播通过线上直播
的方式展示“始祖鸟”“迪桑特”等侵权
服装并进行销售。经调查，涉案当事
人在明知第三方未取得品牌方授权的
情况下，仍从该处购进侵权服装，并以
网络直播方式销售，涉案侵权服装共
计132件，涉案金额41000元。

本市开展严厉打击
直播售假专项行动

本报讯（记者王绍芳）记者从市市场监
管委获悉，本市电子营业执照电子证照关
联及企业码应用系统今日在东疆综合保税
区率先上线，通过“一企一照一码”管理，实
现涉企电子证照信息关联融合与一体化应
用，标志着本市电子营业执照跨部门、跨领
域应用场景的进一步扩大。

该试点落地后，东疆区域内的经营主
体纸质营业执照和电子营业执照二维码将
统一升级企业码，通过扫描企业码，就能查
看经营主体基本信息和涉企许可电子证照
信息，真正实现“一照通查”。目前，首批关
联上线的电子许可证信息包括市市场监管
委、市药监局、市交通运输委等15个市级部
门，通过电子营业执照渠道发布的76个事
项，涉及食品经营许可证、药品经营许可
证、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等诸多高频涉企
许可事项。

今年以来，市市场监管委不断拓展电
子营业执照应用场景，探索开展电子营业
执照电子证照关联及企业码应用工作。“一
企一照一码”依托全国统一的电子版营业
执照小程序，将天津市电子证照库、企业登
记管理系统、电子营业执照验证系统和企
业码制码管理系统集成对接的多维度数据
归集创新应用。经营主体通过手机微信小
程序“电子营业执照”完成实名认证，即可
在电子证照服务模块中查看其名下生命周
期内各类涉企经营许可证照信息，通过“一
照关联”可以自主完成对电子证照的统一
展示、统一管理。

市市场监管委表示，将持续推进电子
营业执照扩大应用，通过证照关联“码上
查”进一步扩展拓宽“码上办”“码上管”“码
上享”的应用场景，推进“一企一照一码”跨
区域、跨部门、跨行业的多领域覆盖，不断
提升电子营业执照应用支撑服务能力，促
进“互联网+政务服务”深度融合，全力营
造更加便利高效的营商环境。

本市“一企一照一码”
应用试点落地

“一照通查”
“码”上服务

本报记者 刘宇

本周刚刚开始，“滴滴崩了”“滴滴
打车打不到”“全勤奖没了”等大量与
网约车平台滴滴相关的话题冲上热
搜，引发广泛关注和热议，随后平台连
续发文道歉。截至记者发稿时，平台
称服务已恢复。
“从前一天晚上就不正常了，很长

时间接不到订单，后来才听说是平台
崩了。”11月28日上午，手机尾号“720”
的网约车司机周师傅向记者讲述自己
的经历。而此时，滴滴平台已经通过
微博发文称：经技术团队连夜修复，滴

滴网约车等服务已恢复，用户可使用
打车服务，其他服务还在陆续修复中，
所有可开锁或未关锁的青桔车辆均可
免费骑行。对此，周师傅说，28日上午
的确已经能接到订单，但偶尔还是会
出现各种信息不准之类的情况。不少
受访用户也表示，28日上班早高峰期
间出现了打车无人接单的情况。

随着服务陆续恢复，账户内各种
结算、优惠以及乘车信息出现的问题
也开始被广大用户吐槽。“七公里路
程，扣了270，把钱还给我”“六公里不
到，扣了我359”“我打车四公里扣费
222，无语了”……从网友的留言来看，
平台出现问题后，“因系统故障异常收
取的车费和异常计算的里程如何处
理、何时会处理”成为用户最关心的问
题之一。对此，滴滴发文道歉的同时

也声明：用户账户中的优惠券可正常
使用，如果因故障原因优惠券未生效，
用户原价支付，服务恢复后系统将自
动抵扣优惠券并原路退款（优惠券同
等金额）；因系统故障导致的费用支付
异常、多扣费等情况，会在事故处理结
束后统一结算补偿。至29日，滴滴再
一次发文致歉：各项服务恢复的同时，
平台在28日启动了内部复盘调查，初
步确定该事故的起因是底层系统软件
发生故障，并非网传的“遭受攻击”。

据了解，有了此次经历的用户“吃
一堑长一智”，纷纷为自己预备备选方
案。不少用户在相关热搜帖子下讨论
交流首汽、T3、高德、曹操等打车平台的
使用心得，有经验的网友也建议多下载
并注册几个其他平台App，以防出现类
似情况时临时注册和下载耽误事。

先是App无法正常使用 后有结算出状况被吐槽

“滴滴崩了”上热搜 平台致歉已恢复

告诉你
一个真实的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