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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城砖刻名”的责任与担当

□责任编辑 蔡明亮

【新视野】

我国致力打造

国际知名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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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蔡明亮 李文明
本报通讯员 王代路

质量重于泰山，概莫古今中外。南京内城南
门的墙垛上，明代留下来的砖头都刻有铭文，其
中有一块灰砖上刻着这样三行文字：“招甲席俊
翁甲首方朝张/窑匠卢立/造砖夫广福寺”。

在城墙的砖头上刻下自己的姓名，不是为了
青史留名、千古流芳，而是在执行明朝强制推行
的“质量追溯制”。砖上铭刻的那些名字，其实就
是一份对某处工程质量问题负责的责任人名单。

两汉以后，器物上印刻工匠姓名的做法已
成为行业惯例。到了唐朝，法律对产品质量监
管更加严厉。《唐律疏议·杂律》规定：“诸造
器用之物及绢布之属，有行滥、短狭而卖者，
各杖六十”。这些规定，在此后的宋元明清时
期得到沿袭和发展。

传承至今，这种管理制度即是“质量追溯
制”，在山东，追求质量一直都是政府、社会
和企业共同的责任与担当。

责任，企业该有的担当

对企业来说质量就是生命。几年前，我省太
阳能行业中不少当时名声叫得响亮的品牌，就因
在低成本扩张过程中失守质量底线而被淘汰。

借鉴“砖刻名”的做法，济宁宁润文正锻造有
限公司在每个产品上都打上了编码，而每个编码
可追溯到具体生产制造的班组和个人，一旦出现
问题就可以追踪到底。这不但对企业员工起到了
威慑力，更是对企业形象的自我维护。

“企业发展要发扬工匠精神，把质量放在
第一位。说到这一点，我们不能不提到张瑞敏先
生当年用大锤砸碎不合格冰箱的故事。30年来，没
有过时。我们每个企业都要有这种精神。精心打
磨，十年磨一剑，做细做精每一道工序、每一件产
品，踏踏实实把产品和服务做好。”在山东省品牌
建设大会上，省长郭树清的讲话引起现场参会的
1200多家企业代表的热烈反响。

质量是底线，某种程度上讲，更是一种良
知。济南锅炉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刘丰怀告诉
记者，他们生产的锅炉是特种设备，如果有一
点质量问题，就意味着高达几层楼的锅炉轻则
停产，严重者导致爆炸，企业生存就在于质

量，我们企业为此就应有相对应的担当。
质量保证的主体始终是企业，更具体点

说，是技术工人、产业工人。没有一流的工人
就没有一流的产品。近年来，中国制造的困境
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培养数量更多、质量
更高、愿意投身制造业的技能型人才是当务之
急，重拾中国工匠精神乃治本之策。

诚信，市场壮大的根基

一言九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对于
企业来说，质量是生命，而诚信则是基础。

2015年6月16日，世界品牌实验室发布2015年
《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排行榜，青岛啤酒以
1055 . 68亿元的品牌价值成为首个突破千亿价值
的啤酒品牌，连续12年蝉联中国啤酒行业首位，
也是唯一入选的世界级啤酒品牌。青岛啤酒相
关负责人说：“诚信是企业的生存之本，也是
一个企业保持基业长青的根本。诚信资本，虽
然无形但比金子更可贵。”

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
经济社会转型期都面临信用重建的问题。从一
定意义上说，现代市场经济就是信用经济，市
场化程度越高，客观上对社会信用体系的发育
程度的要求也越高。建立规范的社会信用体系
就是最基本的市场规则和制度之一，是规范和
整顿市场经济秩序的治本之策。确保质量诚信
是每一个承担产品质量主体责任的企业应该履
行的基本社会责任。

产品质量不仅关系到消费者的切身利益，
也关乎企业自身的形象和可持续发展；而产品
质量的高低亦反映出一个企业的管理水平、社
会诚信，乃至价值观念。

追溯，政府监管的利器

兰陵县是中国蔬菜之乡，为确保境内蔬菜
安全，该县全面建立了农药化肥身份认证制
度。这项制度规定进入境内销售的每瓶农药的
独立包装上都贴上一个具有可溯源功能的二维
码标签，通过二维码，有关监督部门可对农药
进行动态监管，做到“生产有记录、流向可追
踪、信息可查询、质量可追溯”。这项制度给
兰陵蔬菜加上了安全防护屏。

利用追溯系统监管产品质量，确保源头生
产质量已经成为我省政府管理产品质量的重要
手段。

2004年起，质监等相关部门在全国范围内率
先自主研发了食品安全追溯系统，将生产、检
验、监管和消费等各个环节紧密关联起来，广
泛应用于果蔬、禽肉、水产等食品行业及大型
超市等。到目前，食品行业质量追溯越来越成
熟，也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2015年，省政府和农业部签署了《共建山东
现代畜牧业示范省战略合作协议》。该协议提
出，山东力争到2020年85%以上畜产品生产实现
可追溯管理。记者还从有关部门获悉，我省将
在2017年底，初步建成覆盖全省17市的肉菜流通
追溯体系，形成以省市两级平台为主体，全省
互联互通、协调运作的追溯管理网络。

省质监局局长张宁波介绍，作为一项现代
化监管手段，追溯管理被列入质量强省战略的
重要内容。省政府在大力实施质量强省战略意见
中提出，要加快以质量信用记录为主要内容的企
业征信体系的建立和运行，搭建以组织机构代码
实名制为基础的企业质量信用档案和以物品编
码系统为溯源手段的质量信用信息平台，开展企
业质量信用建设，实现银行、商务、税务、工商、质
检、工业、农业、保险、统计等多部门质量信用信
息互通与共享。建立企业质量信用分级监管及质
量失信“黑名单”制度，加大对质量失信企业的惩
戒力度。鼓励发展质量信用服务机构，促进质量
信用产品的推广使用，培育质量信用服务市场，
督促企业落实质量主体责任。

张宁波表示，我省将加快建立质量诚信体
系、以物品编码管理为溯源手段的产品质量信
用信息平台，规范企业信用信息公开，完善质
量信息披露机制，推进质量信用分类监管，抓
紧实施质量“黑名单”制度。要始终保持打假
治劣的高压态势，对质量违法行为零容忍。特
别是对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生命财产安全的质
量违法行为，要依法从严惩处，牢固守住质量
安全底线，绝不能手软。让失信企业“一处失
信、处处受制”，付出高昂的代价。

共治，质量强省的期盼

一场以质量为重要引擎的山东经济转型升

级攻坚战已经打响。记者了解到，“质量强
省”战略作为七大战略之一已写入全省“十三
五”规划纲要，《中国制造2025山东省行动纲
要》也将标准、质量、品牌建设作为八项专项
工程之一加强推进，质量工作也纳入了各级政
府绩效考核体系，建立和完善了省市县三级政
府质量工作考核机制、政府质量奖励机制、标
准化工作联动机制，各市县（区）政府质量工
作考核、质量奖励工作也广泛开展，力度之大
前所未有。

“质量强省、以质取胜，要一个声音地
喊、步调一致地推、形成合力地抓，才能取得
实效。”张宁波说，质量提升是一项关乎民生
福祉、企业存亡和经济社会长远发展的系统工
程，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从职能部
门看，应突破狭义部门定位、职能定位和质
量、标准、安全、监管定式，从战略高度认识
大质量、大标准、大安全、大市场的内涵和本
质，积极探索建立广义的大部门、大质量、大
标准、大安全体系，形成党委政府主导、人大
政协监督、部门齐抓共管、全社会共同努力的
质量工作大格局，有效解决长期存在的职能交
叉、多头执法和管理缺位等问题。

他认为，应尽快建立起能准确反映我省质
量发展水平的指标评价体系和统计制度，把产
品质量合格率、检验检测、高技术服务业统计
调查纳入国民经济统计指标体系，建立产品质
量、进出口商品质量、建筑工程质量、服务业
质量分析报告制度，形成齐抓共管、无缝衔接
的工作格局。同时，应改变质量提升过于依赖
政府监管的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
用，逐步建立各方主体共同关心质量、维护质
量、发展质量的新模式。大力强化质量文化建
设，大力开展质量教育，广泛普及质量知识，
将质量意识、创新意识融入山东人的血脉，培
养新时期山东质量文化和质量态度，营造政府
重视质量、企业追求质量、社会崇尚质量、人
人关心质量的文化氛围。积极推进质量信息公
开，新闻媒体要及时发布社会关注的质量信
息，主动发声、积极回应、解疑释惑，引导广
大人民群众树立科学理性的消费理念。建立健
全质量安全有奖举报、惩罚性赔偿、公益诉讼
等制度，鼓励、支持广大消费者和社会组织积
极参与质量监督。

□ 王代路 李文明

一直以来，由于缺少全球统一的品牌
评价标准，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发展中国
家的企业品牌在国际上很少得到公平、公
正的认识和对待。

为此，中国建议在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建立、推行一套全球公认的、科学、
公正的品牌价值评价标准体系，促进国际
品牌评价有序、健康发展，推动建立品牌
评价国际新秩序。国际标准化组织接受了
建议，于2014年1月8日批准成立了 I SO
TC289，即品牌价值评价标准化技术委员
会，秘书处设在中国。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品牌建设委员会
理事长刘平均认为，我国推动成立品牌评
价技术委员会并担任秘书国，对提升我国
质量和品牌建设工作是个重大机遇。通过
将我国品牌评价技术标准的核心内容和实
践经验纳入国际标准体系，并会同其他8
个成员国，制定更加科学、合理和协商一
致的品牌评价国际标准体系。这样，一方
面可提升我国品牌评价工作的国际认可水
平，促进我国品牌评价与国际接轨，加快
培育我国国际知名品牌，促进我国向制造
强国、贸易强国和经济强国转变。另一方
面，可提高我国品牌的国际声誉和影响
力，有力推动我国品牌进入国际知名品牌
发布名单，从产业链的低端走向高端，摆
脱“贴牌生产”的落后地位，打造一批与
国际顶尖产品相媲美的“中国制造”和
“中国服务”高端品牌，实现我国品牌建
设的新跨越。

据悉，我国计划通过10年时间，在我
国打造120个农产品、500个制造业、200个
服务业的国际知名品牌。120个农产品国
际知名品牌要形成我国食品安全的正能
量，让老百姓知道吃什么、什么好吃，并
走向国际、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500个
制造业国际知名品牌要打造中国经济升级
版。200个服务业国际知名品牌就是要配
合我们国家实现一、二、三产业结构的调
整，不断提升服务业在我国经济总量中的
比重。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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