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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市场场监监管管““三三合合一一””，，全全国国独独一一家家
高新区首推监管移动平台，10分钟能办1小时的事

7日，济南高新区市场监管局正式推出了涵盖生产、流通、消
费全领域的“智慧平台”，这也是全国首个正式启用的跨工商、质
监、食药监三大系统领域的综合性市场监管移动平台。

本报记者 修从涛
通讯员 殷建波

被检企业

也节省了时间

4月7日，作为高新区市场监
管局舜华监管所的基层工作人
员，时涛像往常一样对辖区内的
各类市场主体进行例行抽检。与
往常不同的是，他的手里多了一
个移动终端，此次抽检的任务正
是来自于这台终端的“命令”。

“这个移动终端与高新区市
场监管局刚刚研发的‘智慧平
台’相连接。”高新区市场监管局
的李在武介绍，通过这一终端，
工作人员可以接收检查指令，同
时开展现场检查、现场问询、现
场对违法行为实施处罚、现场下
达整改文书等。

记者在执法活动现场了解
到，原先一次执法活动至少需要
1个小时，通过“智慧平台”的移
动终端，不到10分钟就完成了。

“以前需要抽检登记，然后手写
文书，一些法律法规查询起来
非常不方便，现在只要按照终
端的步骤操作，就可以自动形
成文书，避免了不规范现象，也
给被检企业节省了时间。”时涛
介绍。

除了效率提高和更加规范
以外，高新区市场监管局相关负
责人徐文杰介绍，通过“智慧平
台”解决了执法的随意性和抽检
的公平性问题，同时也能够形成
监管评价大数据，为市场监管活
动提供数据支撑。

涵盖三大系统

全国仅此一家

据了解，高新区市场监管局
研发的“智慧平台”是在继原工
商、质监、食药监和食安办合并
改革成立市场监管局后的又一
项重大改革。该系统平台将原先

“三局一办”的业务融合，形成了
跨工商、质监、食药监三大系统
领域的综合性市场监管移动平
台，“在全国也是独一家”。

记者在该“智慧平台”上看
到，该平台涵盖了工商、质监、食
药监三大业务模块，并针对每一
业务模块列出了可能的违法行
为，同时对每一违法行为列出相
关的法律法规条文和处罚依据。

“平台内集合了上千部法律法规
和条文解释等，虽然执法人员的
业务熟练程度不一样，但只要按
照终端里规定的步骤执法，就可
以保证执法的规范性。同时留下
执法监管痕迹，抹不去擦不掉，
有任务才可执法，法无规定不可
为，也避免了人情执法。”徐文杰
表示。

据了解，除了执法的规范、
监管的公平之外，该“智慧平台”
还能够进行工作人员的出勤考
核。“里面含有GPS定位，工作人
员每天要在定位范围内签到。同
时，对于工作人员的执法活动也
有统计。”

市场主体井喷

宽进还需严管

据高新区市场监管局最新

统计，目前高新区各类市场主体
已经超过1 . 8万家，而整个高新
区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只有80
余人。汹涌的市场创业潮给高新
区的市场监管提出了新的挑战。

“去年，国家工商总局废除
了市场巡查制度。这么多的市场
主体如何监管也是全国市场监
管系统正在思考和探索的问
题。”徐文杰介绍，以往，经常会
看到一种不正常现象，媒体一旦
爆出问题，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就
开始搞“运动式”抽查。“一人生
病全家吃药，只能疲于应付，效
果未必好。”徐文杰表示，此次正
式推出的“智慧平台”就是希望
将市场监管从事先审批转移到
事中事后监管上来，宽进严管。

据介绍，此次推出的“智慧
平台”是三期计划中的第一期，
主要用于市场监管执法，未来还
将推出为市场主体服务的版本

和为社会公众服务的版本。“我
们未来的目标是希望公众通过

‘智慧平台’一起参与到市场监
管中来。”徐文杰说。

启用已见成效

障碍仍有不少

“智慧平台”的启用已经收
到了成效。据了解，在今年前三
个月的试用阶段，高新区市场监
管局通过“智慧平台”第一时间
发现，区内的一家投资公司资金
链断裂出现经济纠纷，并为此在
高新区1200多家投资公司中开
展了一项专项检查活动。

“新企业法将注册资本实缴
登记制改为认缴登记制，公司登
记时，也不再需要提交验资报
告。有的投资公司趁机成立起
来，但是后期发展出现了问题。”
徐文杰介绍，通过智慧平台就能

很好地对这类企业的后期发展
进行有效监管。

“智慧平台”的建设并非一
帆风顺。据了解，由于高新区原
工商、质监、食药监系统的企业
数据都保存在省市各系统的数
据平台，有的甚至保存在国家的
数据系统里，因此将这些数据导
入新的“智慧平台”面临困境。

“涉及到数据安全方面，这些数
据很难从原系统中直接抽取，需
要大量的协调工作，甚至需要工
作人员一条条重新录入，有的数
据信息还在不断完善。”徐文杰
介绍。

“智慧平台”是适应改革的
新事物，徐文杰介绍，国家正在
推进商事改革，一些科技手段可
以变为生产力。据了解，走在改
革前列的高新区市场监管局，已
经接待了不少前来取经的同行
机构。

R3线一期正式进入设计阶段

城城轨轨MM55和和MM66线线走走向向确确定定
继济南城轨R1线今年正式启动建设的消息后，其他线路近期也是动作频频。记者了解到，R2、R3号

线的设计立项正在紧锣密鼓地展开，这意味着两条线的线路设计不久就能启动。远期M线也在做预规
划研究，为了做好这些前期工作，各条线路的招投标信息正在密集发布。

本报记者 喻雯
实习生 张丹 邓迪

设计招标结束

七家单位中标

与R1线一样，R3线也是济
南轨道交通近期建设规划中的
一条线路。根据相关规划，R3线
一期工程自龙洞至新东站，投资
118 . 3亿元，规划建设期为2016
年到2019年。

为了做好开工建设前的准备
工作，今年3月下旬起，有关线路
一期工程的沿线地质勘察、市政
设计等陆续发布招投标信息。与
此同时，在一期工程的线路设计
上，已有7家设计单位中标。

有关人士称，R3号线一期
工程设计起于龙洞庄站，沿龙鼎
大道—奥体西路—工业北路—
规划济南新东站南北向中轴线
走线，止于济南新东站，一期线
路长约19公里，设站11座，其中
换乘站6座。对此，业内人士称，
R3线设计招标结束标志着前期
方案研究阶段结束，R3线正式
进入设计阶段。“总体设计、初步
设计、招标设计要历经数月，每个
阶段结束都会有一个评审阶段，
如果中间评审耗时较多，有可能
以年来算。”该人士说，进行到施
工图设计后才可以施工，只有到
那时，R3线才进入全面施工阶
段，这个过程至少要一年左右。

在线路设计取得进展的同

时，R3线一期工程的地址勘察、
市政设计等工作也在同步进行。
对此，业内认为，地质初勘、详勘
服务和沿线建（构）筑物及管线
详查服务获取的信息和资料，是
为设计阶段提供基础资料，为轨
道路线设计提供必要的参考。

远期规划的M线

正做预规划研究

与R线不同的是，M线是济
南轨道交通远期规划中的线路。
为了推进济南城市轨道9条交
通线网的整体进程，M线也在做
着前期的预规划研究。

7日，济南市公共资源交易
网显示，M5、M6线发布工程预
可行性研究招标公告。公告显
示，M5线为南北走向，途经天桥
区、市中区、槐荫区，连接黄岗、
八里桥、南辛庄、七贤庄、党家等
客流集散点。线路北起蓝翔中
路，沿蓝翔路、黄岗路、纬十二路
向南，与1号线换乘后向西转入
槐村街路向南敷设，然后沿南辛
庄西路、104国道向西南行进，
止于党家片区。线路全长20 . 3
公里，设车站17座，其中换乘站
5 座；线路北端设泺口西停车
场，线路南端设罗而车辆段。

M6线为东西走向，途经天
桥区、历下区、历城区，连接西客
站片区、滨河片区、唐冶章锦片

区等重要区域。线路西起演马
庄，沿青岛路向西，穿过西二环
后转入田黄璐、师范路、标山南
路向东，穿过顺河高架路、北园
大街后进入南全福街向东，穿过
东二环后转入祝甸路向东，经徐
家庄后向南转入开拓路，之后转
入世纪大道向东，止于东枣园。
线路全长41公里，设车站22座，
其中换乘站7座。线路西段设于
家庄停车场，东段设东枣园车辆
段，中部设西周家庄停车场。

对此，一长期研究轨道交通
的专家认为，根据轨道交通的审
批流程来看，预可行性研究是可
行性研究前的重要工作，可行性
研究通过审查后就可以上报国
务院批准开工。这也意味着M线
在做着立项前的准备工作。

R3远期规划

向北可到遥墙机场

除了具体线路动作频出外，
济南市轨道交通的第二轮建设
规划（2016-2020）也开始招标。
规划到2020年之前建7条轨道
交通线，包括3条市域快线和4
条地铁。

根据招标公告，第二轮规划
建设项目包括R1线延长线、R2
线优化调整、R3线延长线以及
轨道交通M1、M2、M3、M4线，7
条线路总长度超过120公里，项

目总投资约650亿元，其中规划服
务费约324万元。

建设部门相关负责人称，初
步规划2020年前建设这7条线路，
但具体完工时间还要看项目进
展。“规划编制完成后，需要经过
国家、省级主管部门审批，然后进
行建设、监理、服务等招标，这些
都不是市级部门能决定的。”

对于R1线延长，在今年全
国两会上，济南市市长杨鲁豫表
示R1线线路设计已接近尾声，
为方便市民出行，准备新增几个
站点。

对于R2线的优化调整，有
关部门透露，R2线最大程度利
用胶济铁路走廊，除西客站片区
下穿外，从二环西路向东一直到
终点，利用既有铁路建设，全部
为地面线路。R2线穿越老城区，
地面情况复杂，还要经过纬十二
路铁路桥、历山路铁路桥以及济
钢铁路桥，此次招标应该是对线
路铺设方式、线路走向进行微
调，新增站点的可能性不大。

对于R3线的延长线，有关
部门人士说，R3线起点为南北
向市域快线，起点为龙洞，连接
奥体文博片区、济南新东站片
区、空港片区及济阳城区，串联
了奥体中心、济南新东站、遥墙
机场、济阳等重要的客流集散
点。该线路还有远期规划，从济
南新东站向北到遥墙机场。

智慧平台APP可装入手机成为移动终端。 本报记者 修从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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