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月 25 日 ，三 亚
新 鸿 港 市 场 水 果 商 户
老板展示自家的“商户
信用星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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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群众反映最迫切、社会各界最关
注、市场监管最薄弱的环节和领域入
手，不断推进相关的标准制定。让信用
成为市场监管的“内核”，对全市企业信
用风险等级实施精准“画像”，构建“通
用型”差异化监管体系。

鲜活海鲜品、水果集中销售及加
工经营者应当安装使用视频监控系统
设备，并确保设备在营业期间正常运
行，视频监控要覆盖称重区、前台、打
包区等重点点位，视频监控数据保存
期限不少于 30 日；鲜活海鲜品、水果
集中销售及加工经营者应当规范明码

标价。使用规范的价格标识牌，对销
售的商品进行明码标价，对易混淆商
品应当分开销售，做到“一物一图案，
一标签、一标价”，商品名称及其标识
图案统一、规范，与实物一致；鲜活海
鲜产品经营者应当安装并使用有型式
批准证书且在强制检定合格期限内的
物联网溯源电子秤进行称重、结算并
打印交易小票，禁止使用其他秤具称
重。

这些“硬核指标”都是《鲜活海鲜
品、水果集中销售及加工店（摊）信用评
价标准及评分细则（参考样式）》里服务

更“精细”，监管更“精准”的有力见证。
一项项高含金量的改革措施正在

次第花开。
《市场信用评价制度（参考样式）》

推动市场主体信用体系建设；《信用评
价标准及评分细则（参考样式）》不断提
高评价的科学性和精准性；《市场管理
制度（参考样式）》等制度赋能市场主体
高质量发展。

三亚多个行业有了“三亚标准”。
市市场监管部门正在由传统的分

段式、分领域专业服务向综合性、全链
条服务转变，全力满足我市市场监管全

过程、全生命周期的服务需求。
市市场监管局局长蔡曜泽表示，围

绕市场主体“全生命周期”“全链条监
管”，坚持法治规范引领，建好信用“工
具箱”，打好信用监管“组合拳”，以筑基
→建制→分类→融合→赋能“五步工作
法”，积极构建全链条信用监管机制，市
场监管效能和服务水平得到进一步提
升。

数智变，物致新。“大数据+”的魔
力，正推动三亚市市场监管领域发生质
的蜕变，成为推动市场监管领域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引擎。

6 月 27 日，记者在新鸿港市
场、第一市场、第三市场多家商铺
看到，不少商户店铺门口都张贴
着一张二维码图片，手机扫描后，
就看到了该商家的主体名称、地
址、法定代表人、主体类型、信用
加分、信用扣分、诚信经营承诺、
消费投诉信息和行政处罚信息
等。“看到这些信息后再点单，消
费更放心！”这一举措满足了消费
者的知情权，知悉了商家的信用
情况。

这是三亚推广应用“一户一
码”的又一新场景， 三亚市市场
监管局通过智慧监管平台为市场
主体生成“一户一码”，并张贴在
经营场所醒目位置，实现“码”上
监管、“码”上服务、“码”上监督，
倒逼市场主体落实主体责任，依
法规范诚信经营。此外，对线下
经营主体的赋码应用，打破了实
体经济与数字经济的监管屏障，
实现线上线下的智慧监管全覆
盖，在提升监管效能的同时，实现
了监管信息更透明、服务群众和
市场主体更便捷。

“‘一户一码’就是我们的‘电
子身份证’，所有信用信息应归尽
归、依法公示，既让消费者‘明白
消费’，也让生意伙伴放心合作。”
新鸿港市场商户梅大姐表示，“一
户一码”是约束也是鼓励，规范了
从业者的经营行为，还营造诚实
守信的良好风气，助力合规经营
的企业更好更快地发展壮大。

“消费者、经营主体、监管人员
等各类群体只需扫描二维码，就
能在手机上实时查阅经营主体的
信息，实现了信息公开的便捷化、
智能化。‘一户一码’的应用推广，
让社会各界实时共享监管信息，
实现重点领域的非现场监管，以
及线上实时解决消费纠纷等功
能，监督执法效率和信息透明度
大幅提升。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四级调研员谭小强说，目前，已
完成新鸿港市场、第一市场、第三
市场“一户一码”动态二维码开发
和录入完善商户信用信息，正在
落实第一批商户信用星级挂牌工
作。今年 7 月份在主城区各农贸
市场销售海鲜摊位、水果摊位及
海鲜广场内海鲜销售及加工摊位
推行“一户一码”动态二维码工
作。

“一户一码”监管模式是三亚
探索共建共治共享理念的一次生
动实践。

精准聚焦。根据市委统一部
署要求，成立专班深入新鸿港市
场、第一市场等进行调研，征求市
场管理方在开展信用评价、实施

“一户一码”动态二维码管理的意
见。结合实际，起草《市场信用评
价制度》《市场管理制度》等制度
参考样式 。

靶向发力。委托科投集团在
原有的三亚市旅游消费市场数据
采集与监管服务平台开发一个

“一户一码”模块，增设“一户一
码”动态二维码管理功能。

主动作为。市场监管局主要
领导到农投集团和新鸿港市场进
行调研，指导各市场管理方开展
信用评价工作，对场内提供鲜活
海鲜品、水果销售以及提供海鲜
加工服务的经营者进行信用评
价，根据信用分值实时更换调整
商户信用星级。

“互联网+”“大数据”的加持，
提升了消费者参与共治的便利
度，以及群众满意度、获得感、幸
福感。同时也提高了监管规范
性、精准性、实效性。

市市场监管局局长蔡曜泽表
示，该局正在创新工作理念，革新
工作模式，通过“构建一套联动机
制、打造一个智慧平台、试行一个
行业赋码”等措施，构建源头可
控、去向可溯、问题可查、责任可
追、社会共治的“法治监管+诚信
监管+智慧监管”的智慧监管新体
系，促进监管资源得到有效配置，
市场监管工作效能持续提升，以
高水平营商环境助推三亚高质量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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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市场监管局：开启“云上监管”赋能“优智”三亚
本报记者 杨洋/文 陈聪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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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印有“智慧”的二维码，消费者拿起手机扫码，就可以看到这家
店的信用加分、信用扣分、诚信经营承诺、消费投诉信息和行政处罚信
息，让消费者可以自主选择，明明白白消费。这是三亚市市场监管局推
动数字赋能提升监管质效的一个缩影。

一只看不见的“眼”、一张严密的旅游执法“网”、一套巧妙的“组合
拳”……三亚市市场监管局正在积极拓展智慧监管场景应用范围，推动
监管方式迭代升级，搭建智慧监管“一张网”，实现监管工作可视化、可量
化、可评价，推动智慧市场监管工作数字化转型，打造全链条、全流程数
字“话”监管新模式，为打造营商环境“三亚样板”注入“市场监管”温度。

专题

经营场所重点点位和经营活动可实时远程监控
云巡查：一只看不见的“眼”

走进海鲜餐饮、旅游购物点，一个
个视频监控摄像头安装在旅游场所的
各个角落。海鲜市场、水果市场、餐饮
店等各种视频信息通过一条条隐形的
线传输到三亚市智慧监管指挥中心，组
成一张铺天盖地的“网”。

6月 27日，记者在市市场监管局一
楼的智慧监管指挥中心看到，工作人员
孟碧霞熟练地用鼠标点开视频指挥调

度大数据平台，远处的大屏幕上，呈现
消费场景实时画面，游客多少、秩序如
何一目了然。

全市所有购物点都安装音视频监
控系统，并接入“三亚市旅游消费市场
数据采集与监管服务平台”，监管人员
可通过电脑或手机 APP 即可对经营场
所重点点位和经营活动实时远程监控、
回放视频，掌握购物场所的经营活动，

一旦发现可疑违法违规行为，第一时间
锁定违法证据，第一时间介入调查。

市市场监管局还成立智慧监管指挥
中心，安排专人值班实时查看、回放经营
场所视频监控，全方位、全过程监督经营
场所重点点位和经营活动，发现可疑违
法违规经营及未规范使用物联网溯源电
子秤行为及时推送辖区监管所，为解决
旅游购物、海鲜餐饮等行业欺客宰客问

题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保障。
为有效解决市场主体带来的监管

业务面广线长、点密量大与基层一线监
管人员数量偏少之间的矛盾，市市场监
管局对餐饮企业、海鲜市场、农贸市场
等重点监管环节进行智慧视频云监管，
打造了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用数
据管理、用数据创新的数字“话”监管模
式。

缺斤短两可“追评”
云监管：市民游客“秤”心如意

消费者在海鲜市场能不能放心消
费，跟秤具是否准确密不可分。对此，
市市场监管局探索电子秤数字监管新
模式，守住电子秤“小计量”，助力优化
营商“大环境”。目前，已在海鲜餐饮
行业安装物联网溯源电子秤802台。

“消费者通过物联网溯源电子秤计
量购物，经营户的一举一动都被记录在
系统里。”三亚市海鲜餐饮协会秘书长
汪裴说，这样就杜绝了缺斤短两、以次
充好等现象的发生。目前，市市场监管
局已经要求全市海鲜餐饮经营者规范
使用价格电子公示屏、视频监控系统等
设备。通过电子价格公示屏可以实时
向消费者公布海鲜品名、售价、规格、计
价单位、政府调控价格等信息，或消费
者直接用手机扫描海鲜价格牌上的二
维码，也可查询三亚市价格监测中心发
布的“三亚市海鲜排档餐饮鲜活海鲜品
调控价格”的详细信息，做到消费者与
经营者信息对称，让消费者放心选择消
费。通过视频监控覆盖收银台、海鲜

池、海鲜称重处、厨房等重点点位,实现
全方位、全过程监督经营场所重点点位
和经营活动。确保每笔消费可溯源。

这个升级版的电子秤可以说是普
通电子秤的“升级版”。

市市场监管局相关工作人员吴宁繁
介绍，目前在海鲜餐饮行业推广安装使
用物联网溯源电子秤使用的计量单位是
公斤，可实现固定换算单位，只有授权人
员才能进行校准，实现秤重、打印、数据
一体化，有效杜绝商家通过计量单位转
换出现的短斤少两问题。同时，通过物
联网溯源电子秤实时将消费数据上传至
三亚市旅游消费市场数据采集与监管服
务平台，实现消费数据自动采集，实时监
测海鲜品是否超出政府调控价格，当交
易的海鲜品超过政府调控价格时该订单
会自动飘红，并推送至辖区监管所调查
处理。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市场监管部
门监管缺位和“盲区”问题，提升经营者
依法经营意识，营造放心舒心消费氛围，
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让好信用成为“通行证”
云服务：有了“领跑”标准 市场活力持续迸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