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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波中的济南海鲜大市场
市场管理方正制定整改措施，专家建议彻底整治重树形象和信心

文/片 李梦瑶 于泊升
济南报道

涉事商户已被挂红牌
不诚信行为影响市场形象

9月20日，记者来到济南海
鲜大市场发现，市场外设有公平
秤，市场内到处张贴着“诚信经
营”的宣传标语，与顾客发生争
执的涉事商家也已被挂上红牌，
暂停营业。

这并不是济南海鲜大市场
内的商户第一次出现类似的经
营纠纷。记者发现，自市场成立
以来，已多次出现个别商户不诚
信经营行为，主要表现为缺斤少
两、以次充好、活蟹死卖、加水加
冰、特制塑料袋、偷偷调包等。

“缺斤短两只是其一，偷换
海鲜让人难以接受。”有市民说，
自己有一次在海鲜大市场购买
海鲜时，商户趁着打包“狸猫换
太子”，回到家后才发现有死蟹。

“多收钱就算了，还拿坏产品给
消费者。”

对于个别商户的不诚信经
营行为，济南海鲜大市场管理方
也多次进行整治。2019年，就有
一摊位被挂上“缺斤短两被黄牌
警告”门牌，这是市场内商户首
次被亮“黄牌”。随后海鲜大市场
公布十大整改措施进行自查，与
所有的零售摊贩签订诚信经营
承诺书。按照承诺书规定，摊贩
出现缺斤少两行为，将扣除1000
元保证金，出现三次将被清出海
鲜大市场，永不返回经营。

除了“亮黄牌”，市场方还在市
场门口设立公平秤、定期公布海鲜
指导价，来维护消费者权益。

不过，就在去年12月，有自媒
体来济南海鲜大市场时，又发现
了有商户用“鬼秤”。最终，济南海
鲜大市场通报，此商户在销售过
程中违规使用不合格计量器具，
驱逐出市场。针对海鲜大市场黑
塑料袋压秤的问题，2022年1月，
市场管理方又推出统一的轻薄塑
料袋，将黑重塑料袋淘汰。

“出现问题就整改，市场管理
方态度倒挺积极，但整改一段时
间后，又有新的问题出现。”济南
海鲜大市场老顾客吴女士说，这
几年，不诚信经营行为时有发生。

市民张先生也有同感，在他
看来，市场越做越大的同时，极个
别不诚信经营的商户确实影响了
市场的形象。“需要找到解决办
法，从根本上消除不正之风。”

市场方正研讨整改措施
商户、管理人员均涉及

此次事件在互联网上发酵
时，不少网友对济南海鲜大市场
表达了失望。“虽然大市场的海
鲜比超市便宜一些，但在超市买
至少不会遇到少秤或者海鲜被
调包的情况。”有网友这样评论。

“此类事件再次发生，我们
也在反思。”济南海鲜大市场副
总经理谢钧说，针对工作上存在
的漏洞，他们正在商量研讨下一
步的整改措施，待形成条文后，
将面向社会公布。“我们正在考
虑推出一些措施，例如面向社会
公开承诺‘缺一赔三’，让广大消
费者来监督。”谢钧表示，他们将
进一步规范业户经营行为，比如
在计量的时候，去皮称重；同时
针对个别业户缺斤短两行为，制

定更严格明确的处罚措施；针对
一些含水量过高的海鲜，引导商
户多给顾客让利。

谢钧告诉记者，根据市场管理
规定，他们对商户作出了停业整顿
的处理，待监管部门的鉴定结果出
来后，将会再作进一步处罚。

与之前的消费纠纷不同的
是，这次市场经营管理人员也被
卷入其中，受到公众质疑。从消
费者拍摄的视频可以看出，市场
经营管理人员在现场处置时并
不及时、规范。

“这是我们的问题，现场工
作人员没有及时把顾客诉求处
理好，在问题处置上不专业、不
规范，这也是我们下一步整改的
方向。”谢钧说。

济南市市中区市场监管局
工作人员回应，目前，市场监管
部门正在处理此事，对问题进行
分析。对于不诚信经营行为，该

工作人员表示，一经发现将严格
按规定处理。

20余年间规模不断扩大
为20多个省份供货

济南素有“不靠海，但有江
北最大的海鲜市场；不产茶，却
有江北最大的茶叶市场”之说，
由此可见“济南海鲜大市场”在
济南的地位。

记者梳理发现，济南海鲜大
市场至今已有20余年历史。据商
户付先生介绍，上世纪80年代末90
年代初，几名鱼贩子在此卖鱼，形
成了一个小型批发市集，后规模
不断扩大，又历经两次改建扩建。

从露天经营到室内经营，逐步
发展为今天的“内地港湾，旱地码
头”。济南海鲜大市场依托山东沿
海优势，发挥内陆集散地作用，产
品直接向省内鲁中、鲁西南，省外
新疆、甘肃、宁夏、山西等20多个省
份的酒店供货，曾获“北方最大的
水产品集散地”称号。官方网站数
据显示，目前市场年交易额已达到
54亿元以上，先后获得“全国农产
品二十强市场”“山东十大水产品
交易市场”荣誉称号。

济南海鲜大市场是在老海
鲜市场基础上，投资3亿元升级
改造而来，主要投资方为济南中
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股比
例70%。2007年济南海鲜大市场
正式对外营业，分为地下一层、
地上三层、局部四层，建筑面积
达10万平方米，其中地下一层在
白天是海鲜的零售区。

“市场最热闹的时候是凌晨

三点左右。六七点之后，基本就
是散客的天下了。”付先生说。

“以前在济南想吃海鲜，那
价格是真贵。”市场周边居民刘
先生介绍，有了海鲜大市场就不
一样了，胶东半岛的海鲜能从码
头直接运到济南，没有中间环
节，市民能以相对实惠的价格吃
到最新鲜的海产品，海鲜在济南
不再“物以稀为贵”。

整顿不能“重拿轻放”
专家建议设“黑白名单”

缺斤短两这种不诚信经营
行为是市场秩序维护中的顽疾。
为维护消费者权益，不少地方推
出规范措施。

在青岛，青岛市城阳区市场
监管局城阳市场监管所组织城
阳海鲜商城业户召开诚信守法
经营教育大会。所有业户签订

《诚信守法经营承诺书》和《入场
经营协议书》，约定经营规范和
相关惩处措施。当地还鼓励现场
投诉举报、现场执法处理、现场
曝光问题。在依法从严处理挽回
消费者损失的同时严格按照入
场经营协议，发现一次罚款5000
元、停业整顿15天并公开曝光，
发现两次作退市处理。

三亚市则推行“一户一码”信
用监管措施。以三亚市第一农贸市
场为例，该市场所有海鲜、水果商
户均已生成“一户一码”。消费者可
在各海鲜、水果摊位扫描二维码，
了解该商户过往的投诉记录及处
罚信息，从而实现“码”上监管、

“码”上服务、“码”上监督。
山西太原则通过“评优”来规

范市场经营行为。如太原市五龙口
海鲜市场每年都要联合杏花岭区
相关部门开展市场“文明诚信经营
户”评比活动。凡是本年度没有被
监管部门处罚、无欺诈消费者行
为、没有被新闻媒体曝光或消费者
投诉、遵纪守法的经营户，均可列
入候选名单，最终会选出10家“文
明诚信经营户”。

“动动秤、注注水，个别经营者
耍的小聪明，让消费者吃大亏，也
让市场口碑大跌。”在山东大学社
会学教授王忠武看来，不诚信经营
行为的屡禁不止，说明市场管理方
在管理上出现了漏洞，需要深刻反
思。“发现问题后，不能重重拿起、
轻轻放下。市场管理方应以此事为
警示，下决心下重手整治，拿出最
严格的手段，让那些不诚信经营者
望而生畏。同时也重树市场的形象
和消费者的信心。”

此外，王忠武建议，有关部门
应成立投诉举报联动处理机制，
加大常态化监管，主动摸排查处
行业存在的不守信经营行为，并
及时向社会发布诚信经营“黑白
名单”，让消费者做到心中有数。

一条买海鲜的视频如同一颗“深水炸弹”，把有着“江北最大海鲜市场”之称的济南
海鲜大市场推向舆论风口，引起一系列思考与追问。

尽管市场管理方已对两家涉事商户作出处罚，但似乎并没有平息舆论，这也不是济
南海鲜大市场第一次出现诚信经营问题。作为江北地区最大、又带给济南人许多实惠与
便利的海鲜大市场，该如何规范商户的经营行为，留住顾客的胃与心？

9月20日，济南海鲜大市场内，涉事商户已被市场方挂上“红牌”。

济南海鲜大市场内悬挂着不少提醒消费者的横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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