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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珊 兴

诚信被誉为公民的第二张

“身份证”，更是企业经营者的一

种资本、一个品牌、一大优势。山

东省青岛市市北区拥有12万市

场主体，市场竞争犹如大浪淘

沙。据统计，仅个体工商户每年

便有1万多户“黯然离去”，同时

又有更多的注册者“欣然接棒”。

因此，谁的诚信评价高，谁才能把

根扎入到这片商业沃土里。

近年来，市北区自主研发了

“市北经营者信用平台”，对提高

社会诚信发挥了巨大效力。它

有一个“大胃口”，已实现了与工

商注册库、市场视频监控系统等

大数据的链接。目前，该平台正

在与该区试行的“智慧农贸”系

统对接，未来在农贸市场买菜，

所有的数据均“透明化”。

“鬼秤”遇到“终结者”

日前，笔者来到位于西吴路

的和谐宜家农贸市场，发现每个

摊位前都竖起了一个黑色的小

型液晶屏。这是干啥用的？带

着这个疑问，笔者询问了市场的

负责人王超。

“这是市场监管局研发的

‘智慧农贸’集成系统的一部分，

液晶屏用铆钉固定在每个摊位

的显眼位置，通过蓝牙和一架智

能秤连接。消费者买任何一种

商品，都会在电子屏上显示菜

名、重量、价格，实现公平交易、

明白消费。”王超说。

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符振华

介绍，消费者对市场上的“鬼秤”

意见最大。而所谓的“鬼秤”分

为三种现象：一种是商家把秤藏

在消费者看不见的地方，方便缺

斤短两；一种是商家利用“去皮”

功能提前预设来“增重”；还有一

种是直接在秤的内部通过加芯

片或者更改内部程序来做手

脚。“智能秤+电子屏”组合的推

广，将这三种现象彻底“终结”。

目前智能秤和电子屏正在

市场内安装调试，商户原来自备

的秤将统一更换，由市场主办方

提供，商户免费使用。“市北智慧

农贸”系统不但能称重，还能打

印购物清单，清单上除了显示购

物数据，还能看到商户的营业执

照、消费者评价等信息。同时，

组合秤还带有扫码支付功能，可

以通过银行卡、支付宝或微信支

付。此外，全场360O设置了摄像

头，全程记录消费交易过程，使

发生消费纠纷时能“明眼断

案”。据了解，市北“智慧农贸”

系统目前已在该区鞍山二路市

场、平安路市场、双龙汇市场、小

鲍岛市场、大连路市场、和谐宜

家市场等6个市场进行推广，已

安置了416台智能秤，下一步将

逐步推广到其它农贸市场中。

“差评”计入“黑历史”

据了解，市北经营者信用平

台于去年7月1日正式上线，这

在全国属首创。这个平台最

“牛”的地方，是实现了各个大数

据库的打通。首先，它与注册库

“共享”，经营者一旦在工商部门

注册，营业执照、法人姓名等信息

立即同步至平台，消费者通过平

台微信公众号的“商户查询”模

块，即可查看所有商家的信息，包

括受到的监管部门处罚和其他消

费者的评价。其次，平台和“智慧

农贸”系统打通，消费者的消费数

据，也同步传至信用平台，对于市

场运行大数据分析、价格监管、应

急物资调配均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平台上有12.36万商

户信息，包括餐饮、住宿、交通、

旅游、购物等各个行业，点击量

达到20.3 万人次。”符振华说。

平台去年推出了“星级”评分制

度，点开“商户查询”模块，点击

任何一个行业，便会出现“好评”

和“差评”的排名，根据消费者的

点评，对商户进行打分。分值越

高，说明信用越好，对商户来说，

信用即是“钱景”。

家住鞍山一路的唐女士曾在

附近一家酒店宴请朋友，怀疑海

鲜少秤。“两斤多的小海螺，上菜

后感觉只有一斤多。”唐女士随即

点开市北经营者信用平台，查到

了该酒店的法人信息，直接点名

要找法人。“店员以为我是老板的

朋友，赶紧去后厨核实，结果真是

后厨把一些海螺给‘昧’下了。”

“店家为什么不敢被‘差

评’？因为只要‘宰人’一次，就永

远在平台上留着‘黑历史’。现在

市场秩序中，信用越来越‘值

钱’。”符振华介绍，以前政府监管

靠各个部门独自作战，现在平台

建立了，不但各监管部门之间实

现了信息共享，消费者也能参与

到维护信用体系中来，共同维护

诚信、公平的市场秩序。

“证据链”促诚信升级

市北区是个商贸大区，不可

避免也是消费者投诉大区。据

统计，去年该区发生消费者纠纷

上万件，其中有很大一部分难以

取证，调解时间长。证据缺乏被

工作人员称为“调解之痛”。经

营者信用平台的出现，正弥补了

这个痛点。

“信用平台通过数据交易信

息入库、打印购物凭证、购物过

程录像，构建了‘三方’证据链。

对消费者来说，可以更好地维权

和监督业户；对业户来说，必须

提高诚信等级，才能获得消费者

认可。”符振华说。

原在鞍山路农贸市场卖菜

的孙女士，随着鞍山路地铁口改

造而搬入了和谐宜家农贸市场，

对“诚信”她有自己的理解。她

说，其实即使没有智能秤监督，

该足秤还得足秤，顾客买菜，差

个零头她也不要了。“维护住老

客户，全靠信誉。”

“经营者自觉自律、政府监

管有力、消费者主动监督，才能形

成完善的社会诚信体系，这是个

长效的过程。从信用平台推广至

今来看，市北区的市场秩序和社

会风气在逐步好转。”符振华说，

现在已有4931家商户积极在信

用平台认证，把自己的网站、微信

号也链接到平台，依托平台的大

信用体系，为企业的成长助力。

□ 韦春森

“呶，好了。”老鞋匠侧着身，

把一只刚补好的旧皮鞋递给一

旁穿着橙黄色马甲的女清洁工。

“师傅，多少钱？”

“不用了！穿上试试。”老鞋

匠的话坚定而热情。

“那——谢谢！”女清洁工有

些不好意思地接过鞋，穿上，然

后向老鞋匠笑着挥了挥手，拉着

垃圾收集车走了。

这是最近发生在浙江省东

阳市万苑新村水渠旁一个小鞋

摊的真实一幕。这位老鞋匠叫

吴时和，南市街道王后村人，今

年65岁，干修鞋这行当已经40

多年。

走他乡
补鞋机成就青春梦想

吴时和有8个兄弟，他排行

第六。当时，王后村是个穷乡僻

壤，吴时和家境又十分贫寒，一

家人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从小

就乖顺懂事、学习上进的吴时

和，小学毕业后就下决心要为父

母排忧解难。17岁，他就跟随大

人到江西沙河采石场搬运石料。

3年后，因生产队里实行“交钱记

分”，无奈回乡务农。为了谋生，

吴时和一边干农活，一边与3个

兄弟买了补鞋机自学补鞋技艺。

由于家里穷，根本没经济能力让

兄弟们拜师学艺，大家只能一起

琢磨。用苎麻线缝鞋帮是修鞋的

一个难点，吴时和他们就跑集市、

赶庙会，寻找补鞋匠“偷学”。

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吴时

和兄弟4人掌握了补鞋的基本

技能，就告别父母到淳安闯荡世

界。一到淳安，大家就各自分散

找活干。“补鞋嘞！快来补鞋

嘞！”到了一个村子，吴时和就绕

着农家吆喝起来。山民们补得

最多的是布鞋和球鞋，也有雨

靴。“布鞋包鞋头的很多，球鞋主

要是补底。”一个村子里的活干

完了，又寻找下一个村。“有路就

会有村庄。”吴时和就像“穿山

甲”一路进山，直到山穷水尽才

原路返回。

就这样，吴时和在淳安打了

十多年的“游击”，手艺臻于至

善。于是，他的梦有了更远的地

方。上世纪70年代末，吴时和

到了江西景德镇，“因为那里有

一些新安江 (淳安)的水库移

民”。在江西他一干又是十多

年。期间，每年回家几次，配置

补鞋的材料。后来，他还到过福

建等地做手艺。

20多年时间里，吴时和用了

几十台补鞋机，大多数补鞋机是

干完一处活要回乡时，折价转让

给了当地的百姓，并教给他们基

本的使用方法。

上世纪90年代初，40多岁的

吴时和结束了漂流，回到了家乡。

回老家
小鞋摊演绎美丽人生

当时，补鞋行业已逐渐退出

城市生活。一些补鞋匠感叹“补

鞋补到头了”，不甘寂寞的吴时

和却抓住了这一契机，在城区万

苑新村一隅，撑起了一把遮阳

伞，摆起了露天补鞋摊。

右边一台补鞋机，左边一只

工具箱，前面是叠得高高的半圈

鞋子，吴时和戴着老花镜、系着

围裙，坐在一把矮矮的旧竹椅

上，忙着手上的活儿：这里，已然

成为吴时和的半个“家”。

凭着娴熟的技艺和热情周

到的服务，吴时和很快赢得了客

源。在一旁等候补鞋的程阿姨

说：“这老师傅为人诚恳，从不乱

要价，手艺也好，邻里街坊要修

鞋都找他，一些外乡镇顾客也舍

近求远跑来这里找他补鞋。”据

说，一位画水镇的残疾人，已经

在这摊补鞋十多年了，吴时和从

未收过他一分钱。

不管晴雨，无论冬夏，吴时

和每天坚守小摊。面对顾客或

过往行人，无论熟悉的还是陌生

的，满头白发的吴时和总是主动

打招呼，送上温馨的笑容。渐渐

地，这小摊竟成了人气指数挺高

的聊天吧。

“诚信，是手艺人的本心。”

吴时和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

的。很多时候，顾客送来的鞋不

能随补随取，要过一段时间再来

拿。囿于各种原因，不少顾客不

能如约来取鞋，吴时和就一直候

着，即使下雨落雪，他也一定把

摊摆出来，以备顾客随时前来取

鞋。可是，有的会过几个月甚至

一年后再来拿，还有的几年、十

几年也没再回过鞋摊，吴时和还

是把这些早已补好的鞋保管着，

他常说：“鞋匠，修补的是鞋子，

讲究的是人品。”

“补鞋，是最接地气的‘美

容’。”吴时和不无自豪地说，虽

是脚底下的活儿，却能让人足下

生辉，美丽一路。

□ 大 城

曹操是三国时期的著名

人物。有一次，曹操领军打

仗，行军路上，发现老百姓因

为害怕士兵，逃到外边，不敢

回来收割麦子。曹操派人告

诉村民说：“现在正是麦收时

节，军中只要有践踏麦田的，

就斩首示众。”

老百姓们开始都不相

信，躲在暗处观察曹操带领

的军队的行动。经过麦田

的官兵，都小心地走过麦

田，没一个敢践踏麦子的。

忽然，田野飞出一只鸟，曹

操的马受了惊，一下蹿入麦

田，曹操立即叫来随行的官

员，治自己践踏麦田的罪

行。官员说：“怎么能给丞

相治罪？”

曹操说：“我亲口说的

话，怎能不遵守呢？”随即抽

出腰间的佩剑，想要自刎。

众人连忙拦住。这时，大臣

郭嘉走上前说：“古书《春秋》

上说，法不加于尊。丞相统

领大军，重任在身，怎么能自

杀呢？”曹操沉思了好长时

间，才说：“既然古书《春秋》

上有‘法不加于尊’的说法，

我又肩负着天子交给的重

要任务，那就暂且免去一

死。但是我不能说话不算

话，我犯了错误也应该受

罚。”于是，曹操用剑断自

己的头发，扔在地上，说：

“那么，我就割掉头发代替

我的头吧。”接着又派人传

令三军：“丞相践踏麦田，

本该斩首示众，现在割掉

头发代替。”

古时候的人认为“身体

发肤受之父母”，意思是说一

个人的头发和皮肤是从父母

那里得到的，随便割掉头发

被视为大逆不道，是不孝的

表现。因此，在当时的人看

来，曹操当众割断头发和砍

头是一样重的刑罚。从此以

后，军中将士对曹操更加信

服了。

点评：曹操身居丞相高

位，却能严于律己，称得上

是一个称职的领导者。我

们也应学习曹操这种品德，

不应只说空话而不行动。

所谓十句空话，不如一个行

动。人，不可成为语言的巨

人、行动的矮子。

曹操断发

老鞋匠的坚守：补的是鞋 守的是诚信

“大数据”监管网守护市场诚信

河南一景区推出
“一元无人售卖午餐”

10月5日，国庆长假，河南

洛阳老君山景区推出“1元无人

售卖农家面”，吸引游客前来排

队就餐。当日，老君山景区在

中天门广场支起4口大锅，现场

赶制当地农村的特色糁汤面条

饭，现场挂有宣传道德和互相

信任的标语。售卖处有一个收

款箱，上面写着“1元午餐，无人

值守，自觉投币，自助找零”。

王中举 摄

本报讯 记者刘梦雨报道

近日，第六届全国商务诚信

建设大会暨“互联网+”信用

年度创新峰会在京举行。

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等

单位联合倡议，将大力宣传

商务诚信的重要意义，推动

行业信用自律，树立中国企

业信用形象和声誉，全面提

升信用中国竞争力。

会上，商务部相关负责

人在致辞中表示，近年来商

务部结合商务领域的特点，

加快推进商务诚信建设，出

台了《关于加快推进商务诚

信建设工作的实施意见》，

提出了行政管理信息共享、

市场化综合信用评价、第三

方专业信用评价的“三种机

制”，连续两年开展“商务诚

信建设重点推进行动计

划”，开展打击侵权假冒执

法监管行动，建设运行重要

产品追溯体系，打造放心消

费环境，营造“守信得益、失

信受制”良好环境。下一

步，将围绕“立商信”的工作

要求，持续开展商务诚信体

系建设。

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

心副主任姚广海在会上表

示，本次会议一方面是要贯

彻落实商务诚信建设的各

项工作要求，促进“守信得

益，失信受制”的市场诚信

体系建设；另一方面是要贯

彻落实“互联网+”行动计

划，为加快商务领域创新发

展做出新贡献。该中心作

为商务部商务领域信用体

系建设领导小组成员单位，

组建并培养了一支信用理

论水平高、业务精湛的专业

团队，开展商务信用建设的

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

发挥行业协会商会作

用，强化行业信用建设，是

加快构建以信用为核心的

市场监管体制、推进社会

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途径

和重大举措。中国盐业协

会、中国企业国有产权交

易机构协会分别从创新行

业信用评价工作、规范行

业信用评价管理模式、推

动信用评价结果应用等方

面介绍了本行业开展信用

建设的情况。此外，中国

盐业协会、中国企业国有

产权交易机构协会以及企

业代表等分别从创新行业

信用评价工作、规范行业

信用评价管理模式、“互联

网+”时代的信用经济、跨

境电商领域信用服务等方

面进行交流和探讨。

会上，“中国商务信用

推进联盟”倡议书发布。

据介绍，联盟由中国国际

电子商务中心、中国通信

企业协会、北京国富泰信

用管理有限公司、苏宁云

商、沈阳农商银行等 15 家

单位联合倡议发起，已有

48 家共同发起单位和 16

家参与单位响应。

倡议书指出，联盟作为

公益性非法人组织，将于

明年上半年正式启动，并

根据联盟章程等开展工

作，大力宣传商务诚信的重

要意义，推进商务信用建

设、行业信用建设、国际信

用互认、信用应用等；协助

政府对信用产业发展实行

监督和管理，向政府反映

联盟成员的意愿和要求，

为政府制定相关产业政策

提供依据；推动行业信用

自律，树立中国企业信用

形象和声誉，全面提升信

用中国竞争力。

倡导行业信用自律
助推商务诚信建设

山东青岛市北区自主研发了“市北经营者信用平台”，并正在与该区试行的

“智慧农贸”系统对接，未来在农贸市场买菜，所有的数据均“透明化”

行业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