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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支付：
“身无分文”也可购物

日前，记者实地体验了“智慧市场”

带来的时尚消费。来到市水产城瑞松食

品店，市民林先生正在购物，结算时，瑞

松食品营业员叶露丹拿出一个 POS 机状

的机器，点击了上面的“商品交易”，选择

了“450 克吧啦乐鸭舌”和“活烤烤虾”，

系统自动结算总价，林先生看了下价格，

选 择 了“ 支 付 宝 ”的 方 式 ，最 终 付 款 成

功。“身上不用带钱，带个手机就能轻松

秒付，也不用担心遇到假钞，真方便。”林

先生说。

记者看到，在选择付款方式中，有刷

卡、微信、支付宝、丰收付和现金5种方式，

无论选择哪种，都会记录在后台的交易记

录中，既能让消费者轻松付款，也能帮助商

户电子记录消费交易。

叶露丹说，这台 POS 机虽刚拿到不

久，但已经切切实实体会到其便利之处。

“一台小小的掌上机可以顶好几台机器，像

个小型收银台。”她说。

据介绍，过去，商户和批发商、厂家等

的购货记录基本靠简单的手写，去年，市市

场监管局制作统一的“销售凭证”，方便交

易双方记录商品名称、单价、数量等，但不

少商家仍忽略这一操作。有了智慧支付这

一操作，交易信息不用手写记录，就会自动

保存在系统中，方便市场监管部门对索证

索票的检查，也有利于保障消费者的合法

权益。

“希望以后市民拿买菜小票像去超市

购物拿小票一样自然、方便。”市市场监管

局工作人员说。

智慧追溯：
让打击与维权“有迹可循”

记者发现，拿到消费小票后，小票下方

还有一个二维码，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

即可访问一个叫“安溯网”的页面，里面有

消费的详情、商户检测的信息以及电子追

溯等。点开电子追溯，消费、零售、批发、生

产每一环的信息都可知道，这是该局打造

农产品电子追溯体系的实效。

据了解，为切实加强食品安全智慧监

管工作，提升食用农产品市场追溯体系建

设，实现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智

慧管理，根据省市食用农产品电子追溯示

范农贸（批）市场创建工作的部署，市市场

监管局联手瑞安农商银行和浙江安宣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在我市农批市场之一——

市水产城试点建成以智能 POS 为支付载

体，以批发市场溯源 APP 为依托的溯源体

系，实现融交易、支付、追溯与监管为一体，

达到食品安全溯源电子化、商户经营管理

便捷化、监管决策数据化，实现快速、便捷、

安全的消费功能和食品安全追溯。目前，

市水产城已有 28 家水产干货销售点实行

该追溯机制。

如何实现追溯？该局工作人员举了

个例子：一个经营户被抽检，发现一有不

合格产品，如果之前经营户有自觉录入索

证索票等信息，且有厂家、批发商等信息，

监管部门可打通检查网络，实现追溯调

查，经调查证实不是经营户的责任，可实

现免责。

“该追溯机制是以智能 POS 为依托，

商户通过溯源 APP 进行交易结算，消费者

通过现金、刷卡、支付宝和微信等方式进行

支付并获取溯源小票，同时把商户的交易

信息上传至溯源云数据平台，形成向下追

踪的溯源台账数据。”市市场监管食品流通

科负责人说，希望越来越多的商户自觉录

入自己的信息，这样不仅能在关键时候成

为维护自己利益的“武器”，打通市场监管

部门打击不法分子的追溯通道，也能和消

费者之间形成良性互动，让老百姓买得更

放心，吃得更安心。

智慧快检：
为食品安全编织安全网

在“智慧市场”中，快速检测是其中一

项智慧成果，它为食品安全编织起严密的

安全网。

扫二维码打开安溯网，商家的快速检

测信息就会跃然眼前，检测次数、检测项

目、检测时间、检测结果等一览无遗。不仅

如此，市民还可查看其它商品的快速检测

结果，从而“货比三家”，选择质量有保障的

商品进行购买。

快速检测得以在“智慧市场”中发挥

重要作用离不开市市场监管局对快速检

测体系的不断完善。2015 年，该局首创

性地开发了一套以图片为依据的快速检

测系统，全面监控全市各农贸市场食品安

全快速检测的正常开展；并优化简化送检

流程，消费者只要简单登记样品信息、留

下电话号码后就可以离开，检测人员按照

程序完成检测后，电话通知消费者，改正

了以往因送检花费时间过长影响消费者

送检积极性的弊端。“检测员上传每批食

品的快速检测显色结果图片、不合格食品

的后续处理台账图片、经营户销毁不合格

食品图片等，并通过系统后台对图片的真

实性进行识别，自动统计每个检测员的检

测数据。”工作人员说。

目前，我市“四位一体”快速检测体系

进一步完善，已拥有快速检测室 1 个，检

测车 2 辆，快速检测箱 15 个，建成农贸市

场快速检测室 28 个，全部正常运行并免

费对公众开放。2015 年至今，累计完成

食品快检 165517 批次，其中不合格 4230

批次，处理问题食品 20466 公斤；合格率

从 2015 年 的 94.70% 提 升 到 2017 年 的

98.93%；完成不合格食品追溯登记 1939

批次，“快检转定量”98 批次，立案查处 60

余起，利用快速检测向公安机关移送案件

15 起。

顶着烈日连续工作
一天内3人中暑

“大家加把劲，把这一块先清理了。”

昨日中午 11 时 45 分，记者联系市综合行

政执法局塘下中队鲍田分队工作人员池

旭迪时，他还在下垟农田里指挥拆后清

理工作。而在 7 月 7 日，他还体验了一次

中暑抽搐、晕厥。

池旭迪说，当天早上 7 时左右，他来

到下垟农田指挥拆后清理工作，由于周

边没有遮阳处，他就顶着烈日连续工作

了5个小时，12时许收工回队里。

“在回去路上就觉得不对劲，脸上麻

麻的，脚抽筋。”池旭迪说，回到开了空调

的办公室感觉浑身发冷，吃了几口快餐

就吐了，同事见他脸色不对，赶紧送他去

医院，结果在送医途中全身麻木，意识开

始模糊，呼吸也越来越急促。

医生给池旭迪祛了暑，并交代严重

中暑后要多多休息，不能暴晒。然而，次

日他就回中队上班了。“上班后，中队领

导特意给我安排了轻松少顶烈日的工

作。”池旭迪说，这几天，他感觉精神不

错，又申请回到他熟悉的“下垟农田”工

作了。

塘下执法中队副队长张理友说，那

几天天气炎热，再加上工作繁忙，该中队

一天有 3 个人中暑，这些天大家已经适

应了高温的工作环境，再加上局里统一

配备了防暑用品，没有发现人员再中暑。

严防监管“盲区”
周末开展执法工作

7月9日是周日，今年54岁的锦湖执

法中队分队长洪万峰和 3 位同事像往常

一样开启“周末上班”模式。他们分别在

辖区开展巡逻，并对花鸟市场等“乱点”

进行重点管理。

在这期间，该中队还接到了2起群众

投诉，反映小区楼顶正在搭建违章建

筑。洪万峰和同事立即赶往现场，制止

违章行为，并责令业主恢复原状。

“不少违建业主认为周末是监管‘盲

区’，当我们到现场执法时，他们都觉得很

诧异。”洪万峰说，自从中队推行周末值班

机制，这两年来，他几乎每个周末主动参

与，带领年轻队员管理花鸟市场和流动摊

贩占道等乱象。“我的调休单加起来可以

休息一年了，可是队里工作繁忙，人手又

紧张，只能先把工作做好。”

锦湖执法中队队长刘红伟介绍，为

了严防双休日这一监管“盲区”，该中队

每个周末安排 4 个工作人员值班，对花

鸟市场、活禽交易市场和流动摊贩聚集

的万松西路等重点区域加强管理，而洪

万峰是个特别积极的老同志，同事们常

称他为“工作狂”、“不知疲倦的老黄牛”。

打击非法开采
成了夜间山林“常客”

7 月 10 日夜晚到飞云垟西村附近山

上打击非法开采，7 月 11 日夜晚到塘下

驮山开展执法行动⋯⋯这是昨日记者在

市打击非法采矿联合执法办公室副主任

胡钱宾的笔记本上看到的工作概况。

据了解，去年，市打非办对全市非法

采矿行为予以严厉打击，经过整治后，非

法开采者不再像过去那样明目张胆，和

执法人员玩起了“躲猫猫”，把作业时间

改在执法力量相对薄弱的夜间和节假

日。由此，胡钱宾和同事便成了夜间山

林的“常客”。

“执法行动多在晚上，夜间的山林不

可预见的危险因素多，而且时常要和非法

开采者玩‘战术’，工作挑战性大。”胡钱宾

说，设置障碍试图阻止执法人员进入，执

法现场被搞破坏，这些突发情况在打击非

法开采的执法中是常有的事儿。

冬日在山间受冻挨饿，夏日又饱受

炎热和虫蚊叮咬之苦。但在胡钱宾看

来，每次成功打击一处非法开采点，保护

了矿产资源，心中的成就感和自豪感油

然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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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烈日下开展拆违工作，周末值守严防监管“盲区”

执法队员驻守一线“呵护”有序市容
■记者 苏盈盈 通讯员 刘伟静

近日连续高温，当我们在屋

内吹着空调感叹天气炎热时，有

这么一群人为打造有序的城市

环境而汗流浃背：有的在拆违现

场忙活着，有的在城区道路上管

理人行道违停车辆，有的在路上

来回巡查占道经营和流动摊贩

等乱点，炎炎烈日下，蓝色制服

被汗水浸泡得变了色⋯⋯他们

就是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的工作

人员。

“为了管理城市秩序，打造

有序市容环境，执法队员们往往

不论寒暑，不分昼夜驻守在一

线，十分辛苦。”市综合行政执法

局相关负责人说。

智慧支付 智慧追溯 智慧快检

我市第一个“智慧市场”开始运行

执法
在线

■记者 张洵煜

不用带现金，就可完成支付，

扫描二维码，就可查到产品快速检

测信息和相关追溯信息⋯⋯日前，

市水产城作为温州市首个农产品

批发市场的“智慧市场”试点开始

运行。

“买得舒心、吃得放心”，涵括

了农贸市场的硬件、软件双向要

求，是对农贸市场这一民生工程

最生动、最贴切的注解。市市场

监管局以此为目标，以市水产城

为试点，全力打造“智慧市场”，

通过智慧支付、智慧追溯和智慧

快检，不断健全“智慧市场”的功

能，让“智慧市场”发挥出最大效

力，切实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和

幸福感。
营业员使用电子追溯POS机

锦湖执法中队队员周末监管锦湖执法中队队员周末监管““乱点乱点””

“治水铁军治出了
真成绩”

老干部开展剿灭劣Ⅴ类水

专题视察活动

在座谈会上，原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

孟光称自己曾是温瑞塘河的“常客”，经常

坐船，一直记得那清澈的塘河水，上世纪 80

年代以后，看着塘河逐渐“变脸”，实在痛

心。如今，塘河又恢复了面貌，水岸环境甚

至更好了，他感到由衷高兴，并建议要大力

开展环保宣传，强化群众的环保意识，培养

大批的志愿者，实现从治水到护水。

原市政协主席林锦麒说，治水是历史

欠账问题，更是一种历史责任。治水工作

者要真抓实干，将历史欠账变为环境财

富，才能让老百姓更有获得感与幸福感。

原市政协副主席陈诒昆十分认同林锦麒

的看法，表示治水是件辛苦却很值得的

事，要一以贯之，坚持到底。

记者从市治水办获悉，根据环保监测

数据，塘下、罗凤、鲍五、九里、七坦、白岩

桥和杜山头断面 1 至 6 月主要污染物平均

指标达到Ⅴ类水以上标准，全市 444 个劣

Ⅴ类水体已有 408 处达到验收标准，7 月

份我市对省控塘下断面和市控白岩桥断

面进行申报销号验收，于 7 月 10 日通过了

省治水办验收予以销号。

这份“剿劣”捷报背后是系列治水动

作的合力：去年，我市有 7 个断面处于劣Ⅴ

类水，这引起了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

将剿灭劣Ⅴ类水列为“十大责任捆绑攻

坚”行动之首，成立剿劣指挥部，市四套班

子领导分片督查，将治水责任落实到 1386

名市镇村三级河长，并与市领导、职能部

门、督察长和镇村河长进行责任捆绑，同

时，抽调 955 名市直机关单位干部参与剿

劣工作；新建污水管网 117 公里，对 10182

个直排口和混排扣实行四色标识，封堵排

污口 7560 个，整治排污口 2602 个；拆除沿

河违章建筑 83.2 万平方米；狠抓取水口管

理，取缔非法取水口 266 个，对合法取水

口实行“身份证”式管理；发动党员干部志

愿参与治水，出台“剿劣”有奖举报奖励办

法，发动瑞商成立治水基金会等。

（上接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