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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即可溯源

购买食盐时，您是否注意过包装袋上有特
别的标志？将带有激光全息防伪功能的食盐
标志和具有追溯功能的二维码印刷在一起，放
在食盐产品外包装上，就形成了合格食盐的

“身份证”。据介绍，最新版的标志采用了纳
米级全息光学动态图像、高精准定位洗铝套印
和溯源等先进防伪技术，消费者用手机扫描二
维码，即可准确辨别食盐真伪、追溯生产流通
情况。

近年来，中国盐业协会建立了全国食盐电

子防伪追溯平台，要求食盐定点生产企业将每
一袋食盐的信息进行采集，并上传至全国平台
确保互联互通。通过食盐标码合一标志这个
载体，食盐产品从生产到流通可全程追溯，真
正实现了“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

同样入选了 2023 年度“防伪溯源保护品

牌十大优秀案例”的，还有量子云码（福建）科
技有限公司为九牧卫浴提供的防伪溯源系统。

具体来看，每个厨卫产品都配有“量子云
码+涂层随机验证”防伪标签。其中，“量子云
码”运用物联网编码标识技术，单个码点直径
仅 30-40 微米，极难被复制。更重要的是，码

图破损超过90%仍可高效识读，即使被恶意破
坏，仍能从残留的“量子云码”中读取信息，进
行产品鉴伪和溯源。

“一物一码”保证品质

与上述两个案例类似，此次发布的十大优
秀案例涵盖食品、乳制品、汽车零配件、家用电
器等诸多领域，与民生息息相关。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品牌价值越来越被
关注。与此同时，一些不法分子动起“歪心
思”。中国防伪行业协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品
牌知名度高、市场占有率高、利润率高的产品，
常成为被假冒侵权的对象。不明产地大米声
称是五常大米、普通奶粉外包装仿造知名品牌
以假乱真、回收名酒旧瓶装上假酒售卖……如
今，这些造假冒充名牌的手段在防伪溯源技术
面前已无所遁形。

业内人士认为，每个企业各具特色的防伪
标识、“一物一码”等，较好规范了市场上基本
的产品竞争秩序。目前，产品防伪已经成为维
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的重要手段，在保护品牌
和知识产权、保护企业权益、维护消费者权益、
建设社会信用体系等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不可
替代的作用。

每年生产防伪标识3600多亿枚

中国防伪行业协会相关负责人介绍，目
前，中国防伪企业有1200余家，每年总产值超
过1500亿元，每年生产防伪标识3600多亿枚，
广泛应用于烟酒、食盐、农产品、食品、医药用
品、农资、婴幼儿用品、化妆品、皮革制品、服
装、电子电器、汽车零配件、建材家居等众多行
业，涉及几十万个品牌和企业。

近年来，各种新的防伪技术不断涌现，数
字技术广泛应用于产品防伪、票证防伪等领
域，推动了防伪行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尤其
是5G、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等新兴
信息技术迅速发展，防伪行业与新兴技术加速
相融。

例如，许多企业已经将大数据及云计算技
术应用到防伪产品中，除了为客户提供防伪保
护外，还提供精准营销。有一种基于“一物一
码”的新型智慧营销模型，在防伪查询的基础
上，还能精准识别客户群体并进行引流，为企
业提供包括积分商城兑换、互动营销游戏、促
销返红包、信息收集等多种营销方法。

专家表示，相关防伪企业拓展溯源信息管
理、营销管理等功能，在为品牌提供防伪保障
的同时，也能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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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物理+技术+运

营”三位一体的图书防伪溯

源体系，为出版机构的每一

本图书赋予唯一的身份信

息；采用区块链、二维码、缩

微图文、揭起留底等多重防

伪技术，为地区特色茶叶品

牌提供保护；基于“一物一

码”技术，为保健品企业的多

品类商品加贴刮开式防伪标

签，搭建成熟的数字化防伪

平台……这些防伪溯源技术

方案，有效融合了先进的信

息防伪技术和物理防伪技

术，在防伪力度、查验便捷性

和稳定性等方面表现突出。

近日，中国防伪行业协会发

布“防伪溯源保护品牌十大

优秀案例”。数字技术，已在

防伪行业深度运用。

在安徽省阜阳市颍东区永辉超市世纪金源店蔬菜专区，市民通过手机扫码了解购买蔬菜的详细信息。 王 彪摄（人民图片）

“自助导办”不用来回跑

在上海市嘉定区行政服务中心政务大厅的
主入口，“自助导办”专区集中摆放了数台高频自
助终端设备，方便了不少市民。刘先生来办理出
入境相关手续，由于材料较多，遗漏了社保单。
他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通过自助终端设备很快
完成打印。

高频自助终端设备还提供不动产登记查询、
医保个人信息查询等服务，在完全不占用窗口资
源的同时，快速协助办事人员完成事项办理。嘉
定区行政服务中心窗口管理科工作人员陆女士
说：“前不久我们投放‘无人值守工作台’高频自
助终端设备，市民只要点击要办理的事项，设备
上的视频播放区域就会播放实操步骤。”

在浙江，通过数字政府、数字政务改革，以
“网办优先、自助为辅、窗口兜底”的政务服务新
模式展现民生温度。在江苏，全国首个以数字
化手段实现多元化空地联运功能的跨省城市航
站楼日前在苏州启用，“一站式”功能让旅客直
呼便捷。

专家认为，要夯实数字基础设施和数据资源
体系“两大基础”，这是建设数字中国、提升社会
治理能力的两个底座。

智慧平台“村村享”

建设数字农村，是当前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
内容。《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提出，深入

实施数字乡村发展行动，以数字化赋能乡村产业
发展、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

在“中国蔬菜之乡”山东寿光，60万亩蔬菜大
棚成了一座座现代化的农业工厂，一台台机器人
在各大棚内自如“行走”，完成授粉、运输、喷药、
巡检、分拣等操作。“云端”种植使蔬菜产量提升
了10%，商品果率提升了15%至20%，为农民增产
增收拓宽了渠道。现在，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
能等新技术正成为农民的新工具。

专家认为，以新一代数字技术为支撑，聚焦
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需求，加快数字乡村建设，将
为乡村振兴提供强大助力。

数字技术具有精准快速的优势，能够提升乡
村治理的科学性。重庆市渝北区整合基层党建、
产业、乡村旅游、村民信息等数据，建立“村村享”
智慧治理平台，解决了群众办事门难找、跑路远、
环节多、手续繁等突出问题，让村民办事从“最多
跑一次”到“跑也不出村”。浙江省德清县“数字
乡村一张图”归集了当地58个部门的282类基础
数据，全县137个行政村的数据都接入“德清城市
大脑”，可以自动生成相关数据报表和趋势分析，
供有关部门研判决策，指导各村发展特色产业。
各地实践表明，数字技术赋能，可以大幅提升乡
村治理的效率和精准度，不断提升乡村治理现代
化水平。

“数字政府”探索空间大

近年来，数字化渗透到中国的千行百业，多
地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支持数字企业发展壮
大。例如，深圳持续出台政策鼓励供应链企业提
升数字化水平，截至 2022 年底，93%的深圳物流
与供应链企业已开展数字化转型。

专家认为，数字政府业务应用趋于高效协
同，市场监管、社会治理、政务服务等智能化水平
显著提升；政府机关数字化转型深入推进，信息
技术拉动政府业务流程改革优化；数据中台、区
块链、人工智能等共性应用更加趋向敏捷赋能，
云、网、端支撑能力效果显著；数字政府与新型智
慧城市建设协同发展，城市大脑已成为赋能城市
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底座。

业内人士指出，目前数字政府建设尚处于成
长阶段，数字政府建设体系化布局凸显，但技术
标准、应用场景、配套机制等仍有待成熟，数字
政府项目的运营机制、数据管理仍有较大探索
空间。

山东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孙亚男认为，建
设公平规范的数字治理生态，为数字中国建设提
供了健康可持续的国内发展环境，数字中国建设
具有广阔的上升空间和发展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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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网上办事服务，合理配置

资源、线上线下并行，更多政务服务

事项“就近办、网上办、掌上办”……

针对服务中的难点，聚焦群众办事

的痛点，各地加快推进政务服务标

准化、规范化、便利化，推动社会治

理迈向社会“智理”。中共中央、国

务院日前印发的《数字中国建设整

体布局规划》提出，推进数字社会治

理精准化。数字技术正赋能社会治

理现代化，为中国发展注入新动能。

本报重庆电 （记者常碧罗） 为加
快培育高水平数字技术工程师，支持战
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助力数字经济和实
体经济深度融合，重庆市人力社保局会
同相关部门日前出台了《卓越工程师赋
能专项实施方案》（简称《实施方案》），
规范培训运行，强化组织保障，加快数
字技术人才培育。

据介绍，《实施方案》以工程技术人
才能力建设为核心，以培养高层次、急需
紧缺和骨干工程技术人才为重点，培养
造就大批卓越工程师。符合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数字技术领域国
家职业标准的人员，均可参加相关职业
培训，申报相关职业专业技术等级考核。

到 2030 年，围绕“2+6+X”先进制
造业战略方向，首批实施数字技术工程
师培育项目，聚焦人工智能、物联网、大
数据、云计算、数字化管理、智能制造、
工业互联网、虚拟现实、区块链、集成电

路等数字技术领域，通过规范培训、社
会评价和职称评审等方式，每年培养培
训 6000 人。逐步推广至其他领域，不
断壮大高水平工程师队伍。

在政策支持上，将数字技术工程师
培育项目、培训机构和评价机构目录纳
入重庆市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两目录
一系统”，对参加项目培训给予继续教
育学时认定、职业培训补贴领取、专业
技术等级证书与职称衔接认定等保
障。同时，对取得专业技术等级证书的
给予数字技术工程师跟踪培养，纳入人
才统计范围，在选拔资助、就业创业、管
理服务等方面给予支持。

据悉，重庆已启动全国首批数字技
术工程师师资、大数据工程技术人员学
员培训，颁发首批师资培训合格证书，
开展首批大数据、智能制造工程技术人
员专业技术等级考核，累计培训大数
据、智能制造2个职业953人。

重庆出台卓越工程师赋能专项实施方案

福建省福州市依托数字化建设城市优势，推进智慧体育服务方面的转型
升级，着力提升市民的科学化、智慧化运动体验。图为在福州市鼓楼区西河
智慧体育公园内，市民使用具有运动数据采集、分析等多项功能的智能竞赛
健身车。

谢贵明摄（人民图片）

市民在贵州省铜仁市玉屏侗族自治县的“智慧政务”自助终端办理业务。 胡攀学摄（人民图片）市民在贵州省铜仁市玉屏侗族自治县的“智慧政务”自助终端办理业务。 胡攀学摄（人民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