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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青岛·关注

四四大大因因素素

困困住住
食食品品追追溯溯
本报记者 苑菲菲 孟艳

岛城食品溯源系统上马三年却遭冷遇，相关查询系统成了摆设。这种可从根本上保

障食品安全、在国外全面推行的系统为何陷入如此尴尬的境地？22日，记者从多方面展开

调查，市民消费后不习惯使用溯源系统、溯源系统提供的信息少、可追溯食品的价格过

高、企业高投入与低产出的现状，这四大因素成了食品溯源系统全面铺设的拦路石。

查询机损坏了，市民无法查，但是如
果查询系统完好，市民有习惯去查吗？

22日上午，在食品溯源系统相对
完善的麦德龙超市内，市民张鑫（化
名）选购了多种贴有可追溯条形码的
肉制品，但却没有去查询，“哪有时间
查啊，一般买回去就放冰箱了。”张鑫
说，之所以选择贴有追溯码的食品，只
是本着安全考虑的，但从没有专门上
网或者去超市查询机上去查询一下。

在采访中，与张鑫有着同样想法的
市民不在少数。年轻的市民表示是出于

消费习惯不查询，而年老的市民则称，虽
然自己在选购商品时较为谨慎，但因对
电脑、手机等现代科技不熟悉，也很少专
门查询此类产品的相关信息。

青岛市商务局蔬菜副食品办公室
张青副主任表示，追溯系统的建设需要
市民的支持，也需要市民消费习惯的改
变，“我们担心的是系统建成后无人使
用，慢慢地成本高昂的系统就会荒废。”
张青说，比如今年4月份有市民吃到了
毒韭菜，追溯的时候就比较难，因为市民
是在马路边摊贩处购买的，“这种摊贩流

动性比较大，如果是在农贸市场买的，就
可以追溯到批发商，甚至追溯到种植的
人。”张青说，如果是在超市买的，追溯起
来就更容易。因此希望市民买肉菜的时
候，不要只图离家近而随便在马路摊上
买菜，最好到正规市场买菜，这样才能保
证安全。
“在电视上有则公益广告，就是提

醒市民去查询机前查询蔬菜信息，可
能耽误一会儿时间，但是对市民的安
全是一种保障。”张青说，市民的习惯
还要靠不断宣传来改变。

愿意挑有追溯码的菜

但从未查过菜源信息

记者从青岛市商务局了解到，
目前青岛的一些超市、批发市场都可
以对流通环节进行溯源。这也是青岛
被选为全国十个肉菜溯源试点城市
之一的原因。

相关人员表示，如何使消费者优
先选择可追溯食品，并调动企业建设

追溯体系的积极性，是建立溯源系统
的首要问题。比如，要有一个大的网
络平台，把所有企业纳进来。另外，追
溯难点就是农贸市场。批发市场已经
实现流通环节追溯了，在批发的蔬菜
进市场之前，要有专人去查询统计从
哪里进货、销售商是谁，然后给业户

发个卡片，这个卡片也相当于追溯
码，因此如果在蔬菜批发市场购买的
菜出现问题，也可以进行追溯。“目前
最难的就是农贸市场，如果商户不从
批发市场进货，就很难追责，商务局也
正在进行系统调研。”青岛市商务局相
关人士说。建立追溯系统难点，还在于
企业的积极性。国外都是立法强制企
业加入溯源系统，如果企业没有溯源
条码，是无法进行销售的，这也就强制
企业养成了习惯，建立溯源系统后才
进行销售。而青岛有一些企业自己也
建了溯源，但是往往因为成本较高，而
市民查询的少，最后不了了之。

提供的信息太“皮毛”

市民查后没多大用处

在采访中记者还了解到，市民之
所以对商品的可追溯查询不“感冒”，
除了消费习惯，很大程度也是因为追
溯码提供的信息价值太小。

22日，记者发送夏庄杠六九西红柿
的产品可追溯码到曾经记录的指定查
询号码上，手机上收到了一条这样的反
馈消息，“您所查询的是青岛萌华生态
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番茄，已通过农业
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无公害农产品
认证，是全国统一无公害农产品标识”。

信息里面，既没有对番茄使用农药的情
况进行说明，也没有对其种植、销售、流
通等环节做任何介绍。

在一台溯源查询多功能一体机上，
记者扫描一瓶矿泉水后，显示的条码信
息居然是产品的名称、规格、瓶长宽高
和上市日期。“这些信息根本就没什么
用，原来沃尔玛超市那台追溯查询机正
常的时候，我曾经拿着好几样包装好的
肉菜去查，结果发现这些商品的生产许
可证全都过期了。后来才知道，原来是

机器的信息‘过期’了。”市民孙女士表
示，因对食品安全比较关心，自己曾尝
试过多种追溯条形码的查询，然而除了
个别商品的条形码提供的信息较齐全
之外，多数都是无用信息。“我们关心的
是肉菜生产和种植过程中喂了什么饲
料、用了什么农药，安全不安全，万一有
问题能不能直接找到负责人等这些信
息，现在商家提供的这些价值太低。”孙
女士说，因为觉得信息没有用，后来孙
女士就干脆不查了。

商品一贴上“溯源码”

价格上蹿得有些离谱

记者采访时了解到，青岛在奥帆
赛期间推出的“奥运食品可追溯系
统”，受到市民好评。然而，这些食品价
格普遍较高，是普通消费者不太能承
受的。

相比贴了可追溯码的商品，市民
更愿意选购普通的商品。“可追溯码没
看到，只注意价格上去了。”市民田老
先生看了看手中贴有可追溯码、标价
41 . 49元、规格1千克的翅中，毫不犹豫
地将它放下，选购了旁边同样重量但

价格仅29 . 98元的普通翅中。西红柿8
元一个、125克紫菜17 . 99元，一斤木
耳119 . 99元……只要带有可追溯条形
码的商品，价格普遍比同类商品贵许
多，有的甚至比同种类的绿色肉菜产
品都要贵。

不少市民表示，可追溯查询系统的
确是应该多关注，但商品价格上却让人
有些难以承受。还有的市民很疑惑，现
在很多超市都有基地直采、农超对接等
价格相对低廉的肉菜产品，而这种可追

溯可是基地直供，为何定价还这么高。
“安全性都差不多，我们当然更愿意选
择便宜些的农超对接产品。”田老先生
说。如果可追溯的食品价格和普通食品
一样，或者差不多，肯定会有很多消费
者购买，因为即使不去查询蔬菜到底产
在哪里，但是吃着放心。

青岛市商务局的相关人员表示，
企业对于溯源体系的建设和运行，必
然增加企业的成本，商品价格也就必
然抬高。

公司建了可溯源系统

因不合算不对外开放

在佳世客超市的肉制品区域，一
台液晶电视机在不停地播放着一部宣
传片。旁边的猪肉制品附近，还摆
放了一摞商品宣传单供市民自行取
阅。这是潍坊某无公害农产品生猪
产地为了更好地销售商品向市民做
的展示。该企业总经理助理毛先生
表示，公司已经在内部建设了可溯
源系统，因为缺乏相应的电子系统

支持，还未对外开放。他指出，国
内目前将可溯源系统对外开放的企
业很少，一是消费者的使用率不
高，二是成熟的可溯源软件比较昂
贵。“投入和产出不成正比，还没
有企业从中取得过较好的经济效
益。”毛先生说，若不能从可追溯系
统中受益，不能通过这种方式吸引消
费者注意，提升自己的品牌，那企业

是不会有很大的积极性去建设该类系
统的。

“溯源系统”的成本较高，才会
导致“溯源食品”的高价格。高价格
容易失去市场。这就是青岛的一些企
业，虽然自己建立了完备的溯源系
统，但是由于无人使用，便慢慢撤掉
的原因。”青岛市商务局的相关人员
说。

某溯源蔬菜反馈的信息显得过于简单。 本报记者 苑菲菲 摄

比起昂贵的可追溯查询商品，市民更愿意选购价格相对便
宜的肉菜。 本报记者 张晓鹏 摄

一企业

价差大

溯源码

消费者

商务局 流通环节追溯已实现

农贸市场连系统困难

■市民无查询习惯

■系统信息太皮毛

■价格太高受冷遇

■企业亏本不感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