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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高原 通讯员 杨青

“有了‘阳光厨房’‘后厨直播’，老百姓可
以公开透明地监督各网络餐饮食品商家，外
卖吃得更放心了。”日前，面对记者采访，区人
大代表徐朝平满脸高兴地说。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经济的迅猛
发展，餐饮服务单位开设网店的现象日益
普遍，随之而来的外卖食品安全风险日益
凸显。针对这一现象，徐朝平多方考察、

调研部分隐蔽在居民楼不设堂食的外卖
小作坊，发现不少外卖食品存在安全问
题。

去年区十八届人大二次会议期间，徐
朝平提交了一份《关于加强外卖食品安全
监管的建议》，呼吁政府及有关部门加强
对外卖食品安全的监管力度。议案提出，
通过建立各主体部门信息共享的大数据
库，规范和强化对外卖平台的监管；建立
消费者专用的外卖食品安全投诉和建议

平台；积极探索溯源平台的开发利用等措
施，全力守护普陀老百姓“舌尖上的安
全”。

由于议案主题亲民、内容详实、建议中
肯，该议案提交后，区市场监管分局作为主
办单位进行了回复，切实保障议案落实生
效。针对外卖食品安全，该局推出“线上线
下结合建立数据库”“源头把控外卖商家经
营准入”“多点发力规范提升整体水平”“全
面开展线上线下监督检查”以及“持续推进

餐饮红黑榜机制”五大举措。同时，坚持问
题导向，突出重点品种，着力增强监管靶向
性，有效防控外卖食品安全风险。

此外，区市场监管分局全面推进“阳光
厨房”，截至去年12月底，累计完成建设“阳
光厨房”1500余家；免费发放食安封签，为
网络订餐食品上好一道“安全门”；利用餐
饮行业红黑榜制度，将食品安全管理工作
不到位、存在较多安全隐患的餐饮单位列
为黑榜。去年，区市场监管分局累计推出

十一期以外卖商家为主体的食品安全“红
黑榜”。同时，加大对食品行业从业人员的
食品安全知识培训，提升从业人员食品安
全意识和责任意识。

“食品安全问题必须常抓不懈，区政府
对于这项工作也非常地重视，也采取了多
项措施来监督和管理。希望有关部门继续
拧紧发条、开动脑筋，为普陀老百姓营造一
个安心、安逸、安全的食用环境。”徐朝平
说。

规范网络餐饮食品服务

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记者 王梦倩 通讯员 周杰

“过去一年，我看到展茅一些老旧农房
经过盘活开起了新业态，村庄也渐渐热闹
起来。”从“四对鸽子”起步到“千羽大军”，
成功走出一条农村创业道路的余叶，既是
家庭农场的创办人，同时也是一名区人大
代表。这几年，她一直思考着如何让更多
的村民返乡，让年轻人到乡村创业。

近年来，我区大力发挥农村资源和生态

特色，从多方面加强乡创领域政策支持，取得
了积极成效。“但受限于乡村普遍存在的基础
服务底座不稳、人才吸引力不足等问题，乡创
工作在进一步拓展空间布局、集聚乡创人才、
实现发展模式迭代升级等方面还存在较大挑
战。”余叶说。

去年，余叶结合亲身经历及调研，与几位
区人大代表一起提交了一份《关于进一步支
持乡村创业的建议》，希望能出台专门针对乡
创领域的扶持政策，进一步加强对乡创基地、

乡创产业、乡创人才等要素扶持力度，持续创
新升级乡创基地活动载体和活动形式。

收到议案后，区人社局立即对相关工作
进行了梳理，联同相关部门积极谋划，构建
“一核多地、全域全创、多创融合”创业体系。
“瞄准乡村创业这一新赛道，依托普陀湾众创
码头龙头牵引效应，目前已在展茅、六横、东
极、白沙成立四个乡创基地。”区人社局负责
人介绍，该局全面梳理海岛创新创业“一类
事”，营造“全周期管理、全方位发展、全流程

服务”创业环境；组建专业服务团队，为企业
提供从申请入驻、参保登记、创业贷款等“一
站式”“全流程”服务；优化升级“1+3+N”返乡
入乡合作创业新模式，吸引青年创业人才和
经营类人才返乡入乡创业。

路下徐路野山舍负责人顾晓宇是首批签
约入驻普陀湾众创码头展茅乡创基地的创业
者之一。“这里创业可享受房租减免、装修补
助等乡创政策支持，让我更有信心在展茅扩
大创业版图。”顾晓宇说，现在常有人找她咨

询乡创的情况，在她的引荐下，已有不少大学
生选择在展茅创业。

为吸引更多的农创客，一定程度上减轻
创业风险，区人社局对符合条件的创业者实
行一次性创业补贴、社保补贴、岗位补贴等政
策，联合金融机构开发“乡创贷”产品，把创业
资助政策向乡创进行倾斜，同时制定出台了
一系列政策，对乡创客在租金减免、融资支
持、税收奖励等方面给予全方位的支持和保
障。

构建“一核多地、全域全创、多创融合”创业体系

激励乡村创业 助力乡村振兴

□记者 王若琦

近年来，我区倾力打造覆盖城乡的现
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不但让海岛居民收
获了好处，海岛经济发展也得到了助力。
“过去一年来，桃花岛落地了许多大项
目，得意于区司法局的法律帮助，不少项
目推进中的政策处理都提前完成，加快了
项目建设进度。”区人大代表、桃花镇党
委书记何俊杰言语间透露着欣喜。

去年区十八届人大二次会议期间，何
俊杰等10名区人大代表提出《关于打造覆
盖城乡的现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议
案》。议案中，代表们针对我区渔农村法律
问题复杂多样，但法律服务市场匮乏、法律
服务人才紧缺、法律服务产品单一、法律服
务能力不足等问题提出了相关建议。“海岛
乡镇法律问题复杂，村民法治意识和法律
知识相对单薄，非常需要现代化公共法律
服务体系来为社会发展助力。”何俊杰说。

收到议案后，区司法局立即对相关工作
进行了梳理，推动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创
建，持续加强培养基层“法律明白人”，实现村
村都有“法律明白人”；深入实施村社法律顾
问制度，全区111个村社均配置有法律顾问；
培养了一批有专业能力、懂舟山方言、会群众
语言的“本土化”法律人才，例如全国级人民
调解员芦锡明、省级调解员陈忠岳、东海渔嫂
丁娇娇等，用本地人所熟悉的语言和方式，为
海岛居民解决各类纠纷案件。2023年，全区

共调处各类矛盾纠纷13226件，其中53.3%的
矛盾纠纷在镇街、村社化解，矛盾纠纷化解率
达99.9%，涉及金额3.63亿元。

同时，区司法局、区普法办以宪法宣传
教育为重点，持续开展全民普法，全面落实
“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依托“小岛你
好?法助共富”“共富方舟?法治惠民”“双月
十日”等活动载体，开展各类专题法治宣讲
活动500余场，开展“法助共富”送戏送法下
乡活动70余场。

“我们要用实际行动为人民办实事、做好
事、解难事。”区司法局公共法律服务管理科
科长俞英超说道，目前我区已经形成“1+11+
111”即1个区级、11个镇（街道、管委会）、111
个村社全覆盖的城乡三级公共法律服务站点
体系，为全区群众提供“一站式”法律服务。

今后，区司法局将更加积极全面打造覆
盖城乡的现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让村民有
诉求能够第一时间找到门、找准人，并且持续
加强普法宣传，为建设法治普陀添砖加瓦。

倾力打造覆盖城乡的现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

提升基层治理法治化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