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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
“国货‘潮品’”一词被具体点出，成为被寄
予厚望的新的消费增长点。

相关机构发布的数据显示，近十年“国
潮”相关搜索热度上涨了528％。而2022
年各种品牌的市场关注度上，国货为“洋
货”的3倍。《2023中国品牌发展趋势报告》
显示，有高达78.5%的消费者更偏好于购买
国产品牌。当人们的消费理念日趋成熟，
伴随着文化自信的回归，“国潮”悄然兴起。

知名国货成为首选

华 为 公 司 去 年 8 月 发 布 了 手 机
Mate60，在当时出现了“线下门店大排长
龙、线上商城一秒卖光”的火热消费场
景。家住兆丰嘉园的周先生和杨女士夫
妇，从那时起就心心念念想换到华为手
机。周先生在去年年底得偿所愿，“使用感
绝对没话说！很满意。”杨女士说：“我准备
把手机换成这款。”

去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
成 958.7 万辆和 949.5 万辆，同比增长
35.8%和37.9%，连续九年稳居世界第一。
得益于国内新能源汽车市场持续高速增
长，比亚迪一举夺得中国汽车年度销冠，全
年超过300万辆。家住市区万通城的周女
士就在去年购买了一辆比亚迪新能源车，
她说：“周围朋友换电动车选的几乎都是自
主品牌，我的这辆海豚品质稳定，开起来也
是特别爽手。”

周末的万象城，人头攒动。在李宁品牌
店里，家住新城小区的李女士正在给儿子挑
选羽绒服。李女士挑选的准确地说是“中国
李宁”。“这是个国产潮牌，儿子和他同学都
很喜欢。我给他买过李宁的鞋，他说非常好
穿。现在这是我给儿子添置鞋服的首选品
牌。”李女士说，“逛店的时候，会选一选款
式。买得多的话，会挑选双十一的时候，在
天猫店下单。打折的时候，有的鞋才三四百
元，性价比不错！”记者看了看羽绒服的价
格，不打折也要上千元。李女士说，国货不
等于低价，这个价钱她可以接受。

本土老字号吸引年轻人

说起南通本土“国潮”，老万和潮糕、孟
家蟹包、西亭脆饼、伴今猪头肉……这些地
道的南通老字号，在年岁更替中承载了一
代又一代南通人的记忆，一位位老字号品

牌的传承人继承和发扬着传统工艺。但是，
一个个响当当的南通老字号历经岁月沉淀和
市场洗礼，不得不面对一个生存难题：老味道
如何迎合新消费？

“大学同学来南通找我玩，想带点纪念
品走，我询问了一下朋友同事，他们都推荐
了蓝印花布，就想着来看看。”24日，在南通
淘宝城的曹裕兴店铺里，在通城工作的“90
后”沈小姐与外地朋友结伴前来。柜台上，
云染的蓝白花纹丝巾知性优雅、蓝印花布的
玩偶挂件憨态可掬、用蓝印花布代替皮面设
计出的包包充满设计感……围绕蓝印花布
主题制作的几十种产品摆放在玻璃柜台里，
琳琅满目。

“以前提起蓝印花布，总感觉是老年人会
喜欢的东西，对它的刻板印象也停留在一些
桌布、装饰品、衣服等等，没想到现在已经把
蓝印花布‘玩’出了这么多新花样。”经过一番
挑选后，沈小姐带走了一条丝巾和一个挂件
纪念品。

自染坊开缸染布起，历经五代人心力
传承，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让
传统的蓝印花布推陈出新，更吸引现代人
的目光？

“虽然蓝印花布仍使用传统工艺，但是我
们将带有传统寓意的图案结构重组，设计出
新颖独特的图案，并与一些国潮设计元素相
结合。希望通过一些更具国潮范的设计，赋
予其时代感及更加丰富的寓意，更加符合年
轻人的审美需求。”南通曹裕兴染坊第五代传
人江荣介绍，除传统棉布外，面料还使用了棉
麻、亚麻、真丝等材质，让传统花布焕发出新
的生机和活力……

老字号发展的核心在于传承和创新，南
通老字号积极求变，紧跟消费趋势，推陈出
新。西亭脆饼在口味上新增包括奶油、葱油、
绝味、柠檬等口味，配方更少糖少油，符合当
代健康生活习惯和口味；林梓老万和潮糕往

“小而精”方向发展，推出了黑米潮糕、花瓣形
状的小花糕等新品，满足年轻人需求……

“国潮风”融入消费新场景

商场里，越来越多的产品融入中国结、刺
绣、京剧脸谱等元素；景区里，马面裙再度掀
起热潮；校园里，传统文化、非遗体验的课程
多了……近几年，国风国潮产品热度不断升
温，融入许多消费新场景。

春节临近，金饰迎来销售旺季。记者走
访了周大福、周生生、老凤祥等多家黄金销售

专柜发现，随着“国潮”元素在消费领域的多
场景应用，绝大多数产品设计偏“国潮风”，做
工精美、“文化味”十足的金饰成了香饽饽。

今年，多家金店推出的龙年编绳销售火
爆。周大福的销售人员说：“我们把龙元素融
入金饰设计和营销中，推出了一系列龙舟、
龙饺、龙头等手绳串珠，市场反响非常好。”
她介绍，最近热播的电视剧《繁花》也为黄金
市场引流，“花开富贵”“繁花似锦”等寓意美
好的金饰成为爆款，不少消费者直奔柜台点
名购买。

穿上汉服，“穿越”千年与古人对话；加入阵
营，明暗间演绎谍战风云……眼下，越来越多的
景区开始尝试植入“国潮元素”，将历史文化与
现代生活融合，成为年轻人出游的新选择。

沿着长江入海口的海岸线向北，全新打
造的沉浸式乐园启唐城成为年轻朋友的热门
潮玩地。在这里，可以逛民俗、猜灯谜、观大
唐百戏；夜光舞龙、新派打铁花、高跷杂技秀、
古采戏法、国风器乐轮番上演；龙年文创市
集，可购入各种古典与潮流好物……

“第一次穿汉服沉浸式逛景区，虽然有些
烧脑，但确实是一次特别且新鲜的体验，在玩
的过程中还能和扮演李白、杜甫的NPC（非
玩家角色）互动，小孩学到很多历史文化知识，
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23日，从无锡带
小孩来启唐城玩的游客刘女士表示，本以为这
里的“画风”很古很传统，沉浸其中才发现传统
文化中饱含“现代感”。“将唐代文化巧妙地融
入娱乐和教育之中，国潮和现代的元素结合得
很好，提供了多维度的文化体验。”

“‘国潮’兴起既是经济现象，也是文化现
象。这些消费案例启发我们，除了实用性、美
观性，还必须了解消费者的需求、审美需要，
并通过互联网广阔的渠道传播出去，可以帮
助优秀传统文化活起来。”南通大学经济与管
理学院教授沈小燕分析，国潮产品火爆，主要
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中国企业、品牌的发展受到越来
越多消费者的关心和支持；二是高品质、高性
价比的中国制造走向了世界，也深入消费者
人心。国风国货产品受到追捧，主要原因是
国内企业的产品质量、品牌影响力都在提
高。特别是一些老字号产品，近几年迸发了
很强的生命力。

“‘国潮’之所以火起来，是因为它蕴含着
美学，承载着文化内涵，引起了人们的共情。
希望未来可以创造更多的消费场景，让大家
在日常生活中体验原汁原味的传统魅力。”沈
小燕说。 本报记者 陈璟 吕雪琦

市政府关于印发南通市食品小作坊登记管理办法的通知
通政规〔2024〕1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各直属园区管委会，市各委、办、局，市各直属单位：

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将修订后的《南通市食品小作坊登记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南通市人民政府
2024年1月16日

第一条 为规范食品小作坊登记管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江苏省食品
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管理条例》及《食品生产许
可管理办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24
号）等法律、法规、规章，结合我市实际，制定
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食品小作坊，主要
是指具有固定生产加工场所、生产规模较小、
从业人员较少、生产条件简单的食品生产经
营者，但不包括食用农产品生产者。

全市行政区域内食品小作坊从事食品生
产活动，应当依法取得食品小作坊登记证。
食品小作坊登记证的申请、受理、审查、决定，
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监督指
导全市食品小作坊登记管理工作，统一审查
要求，统一证书式样。

县（市、区）人民政府指定的食品小作坊
登记管理部门（以下简称食品小作坊登记部
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食品小作坊登记管理
工作，并建立食品小作坊登记管理档案。

第四条 申领食品小作坊登记证，应当
先行取得营业执照。

小作坊食品的分类遵照国家市场监督管
理总局发布的食品生产许可分类目录执行，
品种应当符合《江苏省食品小作坊和食品摊
贩管理条例》第十三条的相关规定。食品小
作坊登记部门结合本地实际制定食品小作坊
生产加工的食品品种目录，由县（市、区）人民
政府批准后向社会公布，并报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备案。

第五条 申领登记证应当符合下列要
求：

（一）具有与生产加工的食品品种、规模
相适应的固定场所和设备、设施；

（二）具有合理的设备布局和工艺流程；
（三）具有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和保证食品

安全的管理制度。
清真食品小作坊应当同时符合清真食品

生产经营管理的有关规定。
第六条 申领食品小作坊登记证，应当

向所在地食品小作坊登记部门提交下列材
料：

（一）食品小作坊登记申请表；

（二）营业执照及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
（三）食品生产加工场所及其周围环境、

工艺设备布局和食品生产工艺流程的说明；
（四）食品生产主要设备、设施清单；
（五）原辅材料进货查验记录、食品添加

剂使用记录、食品生产过程记录、食品销售记
录、食品生产卫生管理等规章制度；

（六）食品安全承诺书、食品添加剂使用
清单；

（七）从业人员健康证明。
申请人应当如实反映情况，对申请材料

的真实性负责，并按要求在申请书等材料上
签名或者盖章。

第七条 食品小作坊登记部门应当对申
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并根据下列情况
分别作出处理：

（一）申请事项依法不需要进行食品小作
坊登记的，应当即时告知申请人不受理；

（二）申请事项依法不属于食品小作坊登
记部门职权范围的，应当即时作出不予受理
的决定，并告知申请人向有关行政机关申请；

（三）申请材料存在可以当场更正的错误
的，应当允许申请人当场更正，由申请人在更
正处签名或者盖章，注明更正日期；

（四）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
式的，应当当场或者在3个工作日内一次告
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逾期不告知
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五）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
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材料的，应当
受理食品小作坊登记申请。

食品小作坊登记部门对申请人提出的申
请，决定予以受理的，应当出具受理通知书；
决定不予受理的，应当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
说明不予受理的理由，并告知申请人依法享

有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第八条 食品小作坊登记部门应当自受

理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指派2名以上监管人
员对申请人生产加工场所进行现场核查。因
不可抗力原因，或者供电、供水等客观原因导
致现场核查无法正常开展的，中止时间不计
入现场核查时限。

现场核查应当按照法律、法规和《食品安
全地方标准 食品小作坊卫生规范》（DBS32/
013）等有关规定，对食品小作坊的生产加工
条件、食品安全保证能力、卫生管理状况以及
试制食品的检验报告等进行核查。

现场核查时应当填写食品小作坊登记现
场核查表，记录核查情况，经申请人核对无误
后，由核查人员和申请人在核查表上签名或
者盖章。申请人拒绝签名或者盖章的，核查
人员应当注明情况。

第九条 食品小作坊登记部门应当根据
申请材料审查、现场核查等情况，自受理申请
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准予登记的
决定。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期限的，经本行
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5个工作日，并
应当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人。

在登记证办理过程中，对不符合条件的，
应当及时作出不予登记的书面决定并说明理
由，告知申请人依法享有申请行政复议或者
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第十条 现场核查发现存在问题但是
核查结论判定为通过的，申请人应当自作出
现场核查结论之日起1个月内完成对现场
核查中发现问题的整改，并将整改结果向
对其实施食品安全监管的市场监督管理部
门书面报告。

第十一条 食品小作坊登记部门决定准
予登记的，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5个工作

日内向申请人颁发食品小作坊登记证，并将
登记信息通报食品小作坊所在地镇人民政府
或者街道办事处。

第十二条 食品小作坊登记证式样和登
记证编号规则，按照省、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的相关规定执行。

食品小作坊登记证分为正本、副本。副
本还应当载明食品品种明细。

第十三条 食品小作坊应当妥善保管食
品小作坊登记证，不得伪造、涂改、倒卖、出
租、出借、转让。

食品小作坊登记证遗失或者损毁的，食
品小作坊应当及时向所在地食品小作坊登记
部门申请补证。

第十四条 食品小作坊登记证有效期为
3年。在有效期内，登记证载明的食品小作坊
名称、经营者姓名、生产地址、食品类别等事
项以及生产工艺、主要生产设备设施发生变
化的，应当在变化后10个工作日内向发证部
门提出变更申请。

生产场所迁出原发证部门管辖范围的，
食品小作坊应当申请注销原食品小作坊登记
证，重新向现生产场所所在地食品小作坊登
记部门申领食品小作坊登记证。

第十五条 申请变更食品小作坊登记，
应当提交下列申请材料：

（一）食品小作坊登记变更申请书；
（二）食品小作坊登记证正本、副本；
（三）生产加工情况未发生变化的承诺书

或者发生变化的说明；
（四）与变更食品小作坊登记事项有关的

其他材料。
第十六条 食品小作坊需要延续登记

的，应当在登记有效期届满30个工作日前，
向发证部门提出申请。

食品小作坊申请延续登记，应当提交下
列材料：

（一）食品小作坊登记延续申请书；
（二）食品小作坊登记证正本、副本；
（三）生产加工情况未发生变化的承诺书

或者发生变化的说明；
（四）与延续食品小作坊登记事项有关的

其他材料。
第十七条 发证部门应当对变更或者延

续食品小作坊登记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
申请人书面承诺生产情况未发生变化，

可以不再进行现场核查。
申请人的生产加工情况发生变化或者申

请延续的申请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进
行现场核查：

（一）发生过食品安全事故；
（二）因食品安全问题受到县级以上市场

监督管理部门行政处罚；
（三）在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组织

的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中被查出产品不合格。
发证部门应当在食品小作坊登记有效

期届满前作出是否准予变更或延续的书面
决定。

第十八条 食品小作坊终止食品生产
的，应当在终止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向发证
部门申请办理注销手续。

第十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发证部
门应当依法办理食品小作坊登记注销手续：

（一）食品小作坊登记非因不可抗力在有
效期届满后未申请延续；

（二）食品小作坊主体资格依法终止；
（三）食品小作坊登记依法被撤回、撤销

或者食品小作坊登记证依法被吊销；
（四）因不可抗力导致食品小作坊登记事

项无法实施；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应当注销食品小作

坊登记的其他情形。
食品小作坊登记被注销的，食品小作坊

登记部门应当予以公告。注销后的登记证编
号不得再次使用。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2024年3月1日起
施行，有效期至2029年2月28日。原《市政
府关于印发〈南通市市区食品小作坊登记证
申领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通政规
〔2016〕5号）同时废止。

南通市食品小作坊登记管理办法

国产品牌快速崛起、本土老字号迎风而上、国风产品深受欢迎——

高品质国货引领消费新潮流 本报讯（通讯员沈维维 于镇超 记者黄艳鸣）“我要
买尿素做肥料。”近日，在江苏通联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的门店，前来购买农资的村民顾祖尧在销售人员的指
引下进行了实名登记，系统会根据他小麦的种植面积科
学配给用量。

作为全省17个试点县（市、区）之一，通州去年起开
展化肥农药“两制”工作，即在全区范围内销售化肥农药
的农资门市，对其销售的禁限用农药实行实名制购买制
度，对销售其他化肥农药的推广实名制购买制度。同时，
建立进货销售台账，宣传农药科学使用知识，从源头科学
地减少农业投入品使用量。试点以来，在提高农产品质
量、改善土壤质量上取得一定成效。

“我们添置了身份证识别系统、人脸识别系统，购买
信息统一录入系统台账，科学配给，以避免超范围使用、
过量使用化肥农药，还方便了后期的追溯管理。”江苏通
联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俞红兵介绍。

目前，通州设立了12个规范化试点门店，有200多
户种植大户、10万亩以上种植面积纳入了平台监管，覆
盖规模种植占比约45%，预计2023年化肥、农药使用量
分别比上一年度减少0.6%、0.5%。

农产品品质高了 土壤质量更好了

通州开展化肥农药
“两制”试点显成效

本报讯（通讯员王韦昱）“我本着老好人思想，认为
盖个章不需要去调查核实，自认为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出
现，结果这次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日前，如皋市九华
镇二甲村原党总支书记李某忠为昔日的违纪违法问题作
出深刻检讨。

此前，如皋市人民法院在办理九华镇二甲村村民李
某清等人医保诈骗案中发现二甲村委会在未履行调查核
实职责的情况下，为李某清出具了证明。检察机关随即
向九华镇政府制发检察建议。收到检察建议后，九华镇
纪委立即展开调查。

经查，李某忠在担任二甲村党总支书记，负责村印章
管理和使用工作期间，于2020年8月左右，为该村村民
李某清出具摔伤证明中，未按规定使用印章，未对证明内
容真实性审核把关，在李某清妻子余某提供的虚假证明
材料上盖章，且未对出具的证明进行备份存档或制作台
账记录，为李某清等人更改病历实施医保诈骗提供了便
利条件，严重危害医保基金安全。

“一方面是没有严格遵守用章管理制度，对章管理不
严，村干部谁需要用章就直接盖；另一方面也是思想麻
痹，想着乡里乡亲的，这会儿拒绝了她，没有人情味，以后
不好做工作。”李某忠说。

最终，李某忠被九华镇纪委给予党内警告处分，其他
涉案人员均受到监督执纪第一种形态处理。为杜绝此类
问题再次发生，九华镇纪委针对该案件中出现的村级公
章管理存在漏洞问题，对辖区内村民委员会进行自查自
纠，排查整改问题，制定并落实印章管理制度，建立印章
使用台账，并对相关责任人开展教育培训。

未经调查核实就盖章

医保诈骗案牵出
村级公章监管漏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