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摊主主动教记者用秤

■ 本报记者 吴心怡

6月23日上午，儋州市那大镇红
旗市场很是热闹，水产区、干货区、蔬
菜区等井然有序，中间的走道上每隔
几米就摆放着一台公平秤，其上方挂
有醒目标识，下方则张贴着市场负责
人和儋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电话，
方便顾客在遇到问题时投诉。

水产区前，摊贩吴阿姨吆喝着她
面前的基围虾。海南日报记者在其摊
位前购买了一斤虾，吴阿姨麻利地捞
虾、控水、装袋。

“够称吗？”面对记者的提问，吴
阿姨信心满满：“差不了，该是多少
就是多少，缺斤少两被发现要追究
责任的。”

付完钱后，记者走到附近的公平
秤前打算一“称”究竟，吴阿姨也从摊
位中走出来，主动教起记者如何操
作。“先把虾放上去，按一下每公斤的
价格，这就出来了。”只见公平秤上清
晰显示0.5公斤，和吴阿姨摊位前称
出来的重量一致，并未出现缺斤短两
现象。

吴阿姨的“主动出击”，体现出红
旗市场摊贩诚信经营的底气，这与市
场长期的管理是分不开的。

“红旗市场目前有36个公平秤，
我们每天都会去巡查，看秤是否准确、
是否有电。”红旗市场负责人董群高介
绍，一旦收到顾客关于缺斤少两、欺诈
宰客等投诉，市场方都会严肃处理，如
发现摊贩确是故意而为之，就会对该
摊贩采取停业或要求其离开市场。

据了解，2023年 6月，儋州出台
《儋州市2023年度放心消费创建工
作实施方案》，以开展“放心消费在儋
州”创建工作。儋州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持续推进儋州市场主体诚信经营
宣传教育，积极组织工作人员进市
场、商超、商铺开展诚信经营宣传，鼓
励商户自主申报放心消费单位，增强
自我约束、诚信经营，主动维护消费
者合法权益，自觉接受同行、消费者
和全社会的监督，努力营造安全放心
的消费环境。

（本报那大6月23日电）

6月23日10时
儋州市那大镇
红旗市场

今日热评

■ 本报记者 李梦瑶

消费者打开手机扫一扫，商户的
信用积分、投诉记录、诚信承诺等信息
一应俱全。

前不久，湖北游客李平逛至三亚
第一农贸市场时，一眼注意到了各摊
位前挂着的“商户信用星级”牌。“信用
分还挺高，就选这家了。”在“码”上筛
选一番后，她放心地选择了一家信用
良好的海鲜排档进行消费。

信用赋能，倒逼商户诚信经营，也
让消费者消费更放心。

以开展“放心消费在海南”创建活
动为抓手，近年来，我省创新建立“在
线承诺+星级评价+智慧监管”模式，

“零容忍”整治市场监管领域消费欺诈
行为，健全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
持续推动消费环境提质升级。

“盲选”变“明选”
明白消费不“踩坑”

买东西、选饭店，怕“踩坑”？这让
海口市民吴范养成了消费前先看商家
评分的习惯。

“但现在不少网络点评类平台都
存在‘刷好评’的现象，有时选择的店
铺明明‘好评如潮’，亲身体验后才发
现货不对板。”吴范直言，消费者在无
法获悉商家更多信息的情况下，做出
购买选择如同“盲选”。

“盲选”能否变“明选”？“放心消费在
海南”创建活动，让消费者拥有“慧眼”。

自2023年11月以来，海南省市
场监督管理局以市场监管系统行风建
设三年攻坚专项行动为契机，不断优
化放心消费创建模式，在全国首创建

立“在线承诺”“星级评价”“信用+智
慧监管”相结合的放心消费单位培育
模式。

“经营主体通过放心消费‘星级评
价’后，即可获得市场监管部门赋予的

‘放心消费信用码’，消费者扫码便能
了解经营主体的信用及放心消费星级
情况，择优选择。”省市场监管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如此一来，消费者得以实
现明明白白消费。

扫码知信用，一方面让消费者拥
有“慧眼”，另一方面也倒逼商家规范

自身行为——
市场监管部门对“星级放心消费

单位”实时动态监管。对不履行承诺、
侵害消费者权益等行为的经营主体，
将予以摘牌降级，结果纳入其信用记
录、进行分类监管。

“广场内入驻有近200家商户，自
2022年底成为放心消费商圈以来，我
们便联合商家通过实行承诺7天无理
由退换货、先行赔付机制等举措，不断
优化消费环境。”海南万佳家居装饰广
场副总经理吴雄介绍。

从一店到一街，从一区到一市，如
今，海南放心消费承诺单位数量以月增
长量过万家的增速快速增长，全省累计
已培育23个放心消费商圈、7.5万家放
心消费承诺单位，海口骑楼老街、三亚68
美食城等一批放心消费示范标杆正“串
点连线成面”，诚信经营理念蔚然成风。

消费欺诈“零容忍”
消费纠纷快化解

1月19日，吴某某在三亚市第一

农贸市场附近向一名消费者销售樱桃
的过程中，使用作弊秤具进行称重，第
一次称重显示为3斤，再次使用该秤
具称量显示重量为2斤。

接到投诉后，三亚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三亚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立即展
开联合调查。经查发现，当事人采取
作弊手段称量商品造成短斤缺两。随
后，执法部门依法对当事人作出警告，
罚款3万元。

“零容忍”，这是海南对消费欺诈
行为一以贯之的态度。

近年来，我省在全国率先出台《海
南自由贸易港反消费欺诈规定》，先后
组织开展旅游消费市场专项整治、海
鲜市场缺斤短两、“守护消费”等专项
执法行动，并推行“红黄牌警告”“一户
一码”信用监管、使用物联网电子秤等
做法，持续构建长效严管机制。

来自省市场监管局的数据显示，
2023年，我省先后组织开展旅游消费
市场专项整治、海鲜市场缺斤短两、“守
护消费”等专项执法行动，查处消费欺
诈类案件701宗，罚没831万元，曝光
典型案例53个，市场秩序不断规范。

“与此同时，我们还持续推行在线
解决消费纠纷（ODR）制度，不断健全
完善线下购物无理由退货、先行赔付、
在线解决消费纠纷等消费者权益保护
制度，并在全省建立消费维权服务站、
消费维权绿色通道563个，快速有效
化解消费纠纷。”省市场监管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今年1—5月，全省市场监
管部门受理社会公众诉求 20.58 万
件，同比下降21.73%，为消费者挽回
经济损失650万元，消费者满意度不
断提升。

（本报海口6月23日讯）

■ 陈奕霖

探索实施星级商家旅游消费投
诉“先行赔付”制度，将“放心游”的
承诺落实到具体行动中。去年4月
以来，三亚引导行业、经营主体向消
费者作出“先行赔付”承诺，强化信
用监管，提升旅游服务品质，“三亚
放心游，放心游三亚”金字招牌越擦
越亮。目前，这一制度已在海南全
省推广。

旅游消费投诉“先行赔付”，为
消费者提供了快捷的维权通道，也
倒逼旅游企业构建起诚信制度体
系，这实际上是一种信用治理模
式。先行赔付，“先行”的其实是“诚
信”——让守信者受益、失信者受
罚，营造“诚信为本”的消费环境。

实现“诚信为本”，须有诺必践、
践诺守信，让诚信可见、可感。当
前，海南正在加快建设“诚信海南”，
丰富“信用+”应用场景，敢于作出

“先行赔付”的明确承诺并落实到
位，亮出的是以涉旅服务“先行一
步”为消费者撑腰的鲜明态度，以及
切实维护旅游消费者权益的决心和
诚意，让消费者对“诚信”有了具体
的感知。

诚信，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
关键一环，也是城市建设的无形资
产。在信息透明的时代，每一次不
诚信行为都可能被放大，严重损害
地方形象与行业口碑。相反，营造诚信环境，树立
诚信形象，将能增强一个商家、一个行业、一个地
方的吸引力，形成良好的口碑效应，从而提振消费
信心，促进经济发展。

进一步说，诚信与否，反映出的是一座城市的
文明水平，折射出的是一个地方的发展竞争力。
培育和维护“诚信为本”的文明风尚和文明形象，
需要多方参与。从政府部门来说，应加强诚信政
府、诚信社会建设，完善法律法规，严惩失信行为；
从经营主体来看，应自觉遵守市场规则，以品质取
信、以服务取胜；从个人来讲，应当知信、守信，共
同营造良好的诚信社会氛围。

人无信不立，城无信不兴。相信，以诚信政府
建设引领“诚信海南”建设，通过不断创新举措，积
极构建诚信治理体系，释放信用建设红利，打造一
流营商环境、塑造优良社会风尚，定能推动海南自
由贸易港“诚信口碑”深入人心，以诚信塑造海南
发展新优势。

公平秤比商户秤还重一些

■ 本报记者 贾磊

6月23日9时，在临高县西门
农贸市场，记者来到该市场二楼的
一处海鲜摊位。摊主阿伶（化名）
正在售卖花斑虾，“活虾 38元一
斤，先来一斤吗？”说着，她随手抄
起网兜，控了控水，捞了一些虾装
在袋子里，然后放在电子计量秤
上。计量秤上显示为 0.56 公斤
（1.12斤）。

在市场二楼出口处，有一个蓝
色的牌子，牌子下面放着一个公平
秤。记者将刚刚买的虾放在公平
秤上，读数显示 0.58 公斤（1.16
斤），对比之下，公平秤反而更重了
一些。为了确保准确，记者又去附
近超市商户处进行了检测，发现数
值更接近第一次的数值。

针对记者反映的公平秤称重
不准问题，市场工作人员表示误差
在一定范围属于正常情况，将进一
步检查整改，确保每一个公平秤都
公平。

据了解，农贸市场里会不定期
抽查检测所有商户的电子计量秤，
发现有问题会及时处理。据市场
管理工作人员介绍，海鲜类产品是
按照重量进行售卖，他们要求商户
都要提示顾客注意看计量结果，让
消费者充分体验到放心和安心。

（本报临城6月2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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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点

菜市场的生鲜灯关掉了

■ 本报记者 王赫

6月23日17时，记者来到位于
海口市秀英区的港丰农贸市场，此
时正值高峰期，市场内人头攒动，顾
客络绎不绝。该市场日均客流超过
了5000人。

记者刚走进市场北门，就看到
一台公平秤，公平秤背后张贴了温
馨提示：若出现缺斤少两，低标高卖
行为，请及时投诉，由市场管理方先
行赔付。

“市场设置了公平秤，买完东
西再称一称，心里踏实多了。”市
民于晓辉将刚刚购买的蔬菜放到
公平秤上复称，看到显示器上的数
字跟商户称的重量一样后满意地
回家。

随后，记者来到海鲜区，随机选
择一家摊位购买一斤黑虎虾。记者
看到，摊位前悬挂着标价牌，品名、
产地、价格一目了然。

记者拿起捕捞网，将活虾放在
沥水篮里，等多余的水流淌完后递
给摊主，再装入袋中称重。

据摊主羊小丽介绍，她在这个
市场卖海鲜已有20多年了。她表
示：“公平秤的设立为市民带来更加
透明、公正的购物环境，也让商家更
加自律。”

买海鲜价格公示透明，斤两是
否足？记者将购买的一斤虾拿到市
场南出入口处的公平秤复称，显示
数量一致。

记者还在走访中发现，“生鲜
灯”已难觅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盏
盏白色节能灯。

商户们表示，去年底生鲜灯都
被替换了。这种做法有利于市场的
健康发展。商户们表示，将更加注
重产品和服务质量，以吸引更多消
费者的光顾。

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秀英分
局海港所所长林海透露，近年来，该
市场的投诉率呈逐年下降趋势。今
年以来，仅接到两宗投诉，经核查，
有效投诉为零宗。

（本报海口6月23日讯）

我省持续推动消费环境提质升级，打造“放心消费在海南”金字招牌

在海南，消费不用担心“开盲盒”

智能电子秤可溯源

■ 本报记者 王迎春

6月23日9时，陵水黎族自治县新
村镇的新村大集智慧农贸市场已经熙
熙攘攘，海鲜区域尤为热闹。

明亮的摊位前，海南日报记者看
到，装有基围虾、皮皮虾等各类海鲜的
缸前都粘贴着价格标牌，一货一签，明
码标价。记者随机在一个摊位购买了
一斤售价32元、个头较为饱满的基围
虾，商户詹姐手脚麻利地将虾抖了抖
水，装进环保袋里上秤，称重为523克。

记者看到，摊位配备的电子秤有些特
别，海鲜上秤后显示了类别、净重、单价等
信息，支付时生成了金额和二维码。“这是
市场统一的智能化网络电子秤，过秤后的
交易记录，由后台服务器进行采集收录，消
费者也能追溯源头，防止我们缺斤少两。”
詹姐告诉记者，智慧化的平台能够方便市
场运营方进行监管，同时大数据整合也能
帮助商户更好地做好库存、销售管理。

在新村大集几个入口处，都放置着公
平秤，上面有“顾客购买商品后，请及时复
称”的温馨提示，下方还附上投诉电话，十
分显眼。记者将购买的基围虾拿到公平
秤进行复称，结果与摊位称重一致。

“我们会定期进行摊位价格的突击
抽查，不仅要标明价格，实际售卖也要
与标价相符，并定期检查摊位称具和市
场公平秤等计量器具的准确性。”新村
市场监督管理所负责人卢杰说。

（本报椰林6月23日电）

海南日报报业集团推出多个融媒产品

倡导共建诚信市场
本报讯（记者陈蔚林）近日，海南日报陆续刊

发“雷公马文明红黑榜”专栏第二期系列报道，聚
焦“共建诚信市场 文明有你有我”主题推出多个
融媒产品，推动“诚信经营”意识深入人心，营造文
明和谐的消费环境，提高全社会文明诚信意识和
信用水平。

这些融媒产品中，既有结合“6·18”年中大促
活动推出的《叮！618到了！海小文请你收好这
份网购消费提示》主题海报，也有《雷公马邀您“放
心游”海南》MG动画，还将邀请海南省市场监督
管理局相关岗位工作人员做客“雷公马文明红黑
榜”直播间，通过案例剖析的方式向网友介绍相关
法规、倡导文明理念，敬请关注。

海鲜上秤先控水

■ 本报记者 谢凯 通讯员 马允国

6月23日8时，五指山市通什
镇新农贸批发市场，在一家名为“开
兴海鲜”批发零售摊位前，摊主吴琼
香正忙碌着码放清晨刚到的各类海
鲜，售卖前，她把计量秤和镂空篮放
在了摊位中间显眼位置。

“我摊位取得了合法经营证
照，售卖的所有海鲜都要过秤并把
水分沥干后再称重。”吴琼香介
绍，她的摊位售卖海虾、海螺、墨鱼
等海鲜品类，这些海鲜经过长途运
输大部分都要加冰块，而在售卖前
她要准备镂空篮和计量秤，海鲜经
过她去除水分和称重后才可以到
达顾客手上。

在吴琼香看来，公正使用计量
秤是每一户商户诚信经营、守法经
营的表现，如果计量秤使用不当会
对其口碑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特
别是海鲜类是按照重量进行售卖的
日常商品，一台小小的公平电子秤
对营造有序的市场消费环境和获得
消费者青睐特别重要。

商户有自觉，执法部门在监
督。五指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市场监管部门注重市
民“菜篮子”消费市场环境建设，今
年已组织执法人员在市内农贸市场
开展计量秤和各大重要节点节假日
的多项突击检查行动，并在市场内
设有公平台秤、监督举报箱和电话，
开展4期“放心消费”主题宣传活
动，营造安全有序市场消费环境。

“开展的专项检查行动中，执
法人员现场着重检查公平秤是否
存在未经检定、检定不合格或者超
过检定周期使用、破坏电子计价秤
准确度等情况。”五指山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说，专项检查
共突查200余台计量秤，暂未出现
问题秤。

现在，吴琼香在顾客购买海鲜
前，都要提示顾客注意看计量结果，
有时还会主动展示证照和健康证，
让他们充分体验到放心消费的市场
环境。 （本报五指山6月2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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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现场·同买一斤虾

6月23日8时
五指山通什镇
新农贸批发市场

6月23日9时
陵水新村镇
新村大集智慧农贸市场

6月23日9时
临高县
西门农贸市场

6月23日17时
海口
港丰农贸市场

6月21日，两名海口万佳家实业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在和顾客交流。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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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观看《叮！618
到了！海小文请你收好
这份网购消费提示》

扫码观看《雷
公马邀您“放心游”
海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