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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李文明
本报通讯员 刘 英

临沂市创建的一网覆盖、数据集成消费
维权平台赢得全省业内人士的一片喝彩，“放
心消费在临沂”已成为该市一张亮丽名片。

放心消费创建

催生山东第一主播

12月16日下午4时，临沂市顺和电商科技
产业园迎来参加全省消费环境建设工作现场
会的百余名人员。

“这个美女主播叫徐小米，她过去是一
个汽车修理工，后来转行做主播，进驻顺和
产业园后，业绩陡升，现在每场直播带货都
过亿元，在山东直播行业排名第一，快手直
播带货在全国排名第二。”产业园讲解员向
观摩人员展示的视频、讲述的直播带货故事
令与会者频频竖起大拇指。

顺和直播总经理助理朱日强告诉记者，
顺和电商科技产业园今年4月由建材市场转型
做直播电商。短短8个月，产业园已经吸引和
培养了1000多名主播。产品供应链覆盖服
装、家电、饰品、美妆、日化、玩具等品
类，进驻商家300多家。目前，进驻产业园主
播的总粉丝量超过1亿人，日均单量超过60万
单，全场销售收入已经突破百亿元大关。

顺和电商实现华丽转身靠的是什么？
“全市构建的一网覆盖、数据集成维权

平台，为我们商家赢得了广大消费者的信
赖，是带动顺和直播取得如此业绩的第一功
臣。”朱日强说。

一网覆盖、数据集成

打造全域创建源头治理新格局

临沂是中国北方最大的商贸城，如何在
“双循环”发展格局下围绕满足人民群众美
好生活的需要、促进消费升级、推动高质量
发展，实现临沂经济的新突破？临沂市把优
化消费环境、提升商家信用作为重要驱动，
投诉举报快速回应，全方位营造良好消费环
境，全面保障消费者权益，并通过广大消费
者的广泛参与，倒逼商贸流通服务、企业产
品质量的全面精准提升。

临沂市市场监管局局长黄杰介绍，针对
政务服务热线整合后，因热线标准规范不一
致造成的投诉举报数据共享难、流转环节
多、基层负担重的新情况，该市市场监管局

积极探索，在全国12315平台、12345热线平台
搭建适配平台，实现两个平台全面兼容互
通，将12345热线由县区一级延伸到乡镇，彻
底杜绝“体外循环”，形成了“一条热线分
流，一个中心服务，一套流程处理，一套考
核办法，一个平台支撑”的消费投诉大平
台。精心打造市局、县区局和基层所三级平
台，构建了市局投诉举报指挥中心、县区局
投诉举报中心、基层所投诉举报站“三位一
体”的投诉举报维权网络，实现投诉举报和
处置全覆盖。

与此同时，着力打造“放心消费在临
沂”创建活动，评选发展了2220家示范单
位，营造良好消费环境，打造临沂商贸诚信
经营品牌。

随着消费规模和商家贸易活动的不断丰
富，消费投诉日益增多，投诉内容也更为复
杂多样，有些投诉事件常常是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仅仅通过消费和政务热线难以
获得双方的满意。为此，临沂市推行了社会
调解、行政调解、人民调解的“三调联动”
消费维权调解机制，实现消费争议多元化
解。临沂市兰山区副区长王翠宝介绍，“三
调联动”根据性质、涉诉金额、协调难易程
度等进行分流，纠纷和解不成的转为市场监管
部门行政调解，非涉案的重复投诉和疑难诉求
转为人民调解。近两年，仅兰山区就通过“三调

联动”调解消费纠纷1933件，成功率99%。
临沂市市场监管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两

年来，全市在餐饮、商贸等消费场所张贴在
线投诉举报二维码52万余份，在大型商贸、
汽车销售、餐饮等重点市场主体发展ODR
（在线消费维权调解）企业2757家，对一般
性投诉举报，引导经营者与消费者在线协商
和解。这一化消费矛盾于萌芽的方式受到商
家和消费者的广泛欢迎。

ODR与市场监管局的监管后台是互联互
通的，监管人员对消费投诉的处理随时都能
掌握，商家如果处置不当就会被记录。如
此，倒逼商家自律并切实从消费者的利益出
发去处置消费纠纷。

平台支撑、数据赋能

消费环境优化催生商业效益提升

“一网覆盖、数据集成消费维权平台还
有一个更重要的功能，就是通过对消费维权
案例的大数据管理，市场监管部门能够实现
‘办理一起投诉，整治一个行业，规范一片
区域’的功能，进而实现消费单位‘量变’
催化消费环境的‘质变’。”黄杰说。

在临沂市12315投诉举报指挥中心，工作
人员打开的“12315平台与12345热线”数据对
接集成系统的一个PPT页码上，显示了该平

台形成的一组大数据：各大商场投诉件数、
处置满意度、被投诉商品类别、分布区域等
等，一目了然。

黄杰说，通过这些数据，市场监管部门
就能知道哪些卖场服务水平好，哪些服务水
平差，以及哪一类产品质量堪忧、哪些区域
假冒伪劣问题较为严重。这些数据，为市场
监管人员提供了治理靶向，使监管更精准、
更有效。同时，根据这些数据，规划产业布
局、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也有了风向标和精
准施策的抓手。

经过两年多的努力，“放心消费在临
沂”品牌初步树立，不仅大大提高了广大消
费者的获得感、满意度，还为境内商贸企业
和生产企业打造了良好的商业信誉，有力地
推动了当地经济发展。

在泰盛广场，“放心消费在临沂”“扫
一扫，投诉举报更便捷”的招贴遍布各个角
落。该商贸企业还率先成为ODR企业，提出
“不让客诉出泰盛”的商贸服务承诺。

“消费环境的不断优化，使得泰盛广场
的信誉越来越高，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消费者
光临。”泰盛广场客服经理鲁雨给记者列出
一组数据：今年七夕节客流量达到11万余人
次，单日销售额763 . 9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24%；十一黄金周单日客流量达到20万人次，
8天销售总额5800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48%。

山东远通集团总经理王保友对此感受更
深。远通集团旗下有30个4S汽车销售店，过
去汽车销售投诉数量居高不下。为打造汽车
销售行业信誉，该集团响应市场监管部门的
号召，第一时间建设了ODR企业，快速、有
效地处理消费者投诉。良好的服务带来优良
信誉，北汽集团主动与远通集团联系，共同
经营二手车，打造北方最大的二手车市场。
短短一年，该集团二手车销售量超过20万
台，利润达到3000多万元。

“打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不仅有利
于提振消费、扩大内需，形成强大的国内市
场，而且能够有效推动供需高效适配，形成
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
态平衡，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
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也
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高质量发展
的内在要求。”省市场监管局局长侯成君
说，构建“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
局，放心消费环境建设意义重大。它的建设
提高能够有效地提升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同
时，打造消费者积极参与的消费维权体系，
利用消费这只看得见的手，倒逼商贸企业不
断提高服务水平、生产企业不断提升产品质
量。在这方面，临沂市走在了全省前列。

□记 者 杨润勤
通讯员 孔海燕 报道

本报曹县讯 “多少年没喝过这么香的
牛奶了，这味道真是地道！”日前，在曹县
“归一有机鲜生活”文化体验馆里，一位来
自北京的杜姓游客品尝了一杯热牛奶后说。
不光牛奶，现场许多顾客还品尝了店里的糕
点，浓浓的奶香、麦香赢得了大家的点赞。

该馆服务人员说，这里的产品是银香伟

业集团按照“有机共生模式”生产的，就是
将生态种植基地的农作物秸秆转化为养殖奶
牛的饲料，在生产奶制品的同时，将奶牛的
粪料进行生物加工，生产出沼气和有机肥，
沼气投入生产，有机肥继续改良土地，实现
整个生产过程的绿色循环。

记者在银香伟业百澳国际牧场看到，围
绕采奶大厅环形分布着11个牛舍，5000头奶牛
正悠然自得地吃着草料。让人奇怪的是，这
里不但没有牛粪难闻的气味，还处处散发着
植物的清香。

“牛的粪便在第一时间就进行生物加工
了，当然不会有其他味道。”山东银香伟业

集团董事长王银香说，企业旗下有3个这样的
牧场，都是优选的三代健康奶牛，存栏量达
20000多头。她还透露了一个秘密，他们喂养
奶牛的饲料中还有紫苏叶、金银花等“小
菜”，这是给牛“治未病”，不使用抗生
素，而是使用有机食疗和中草药。所以，这
里牛奶的卫生指标、理化营养和免疫活性指
标均优于国家标准。

银香伟业还有不少“绝活”，饲草来自
他们自控的生态种植基地，保证了每一根草
都是安全的，奶牛吃得好，当然出好奶。在
把关上更是严苛，他们专门成立了监察部和
巡检部，对牛奶整个循环产业链的运行以及

市场销售环节进行监督检查，堵住了一切可
能对产品质量产生威胁的漏洞。

同行的当地市场监管部门相关负责人介
绍，自1987年成立以来，银香伟业集团接连
获得“省长质量奖”“市长质量奖”“山东
省生态示范园区”等荣誉，其生产的有机小
麦粉、巴氏杀菌乳、有机肥等产品均获得
“山东名牌产品”称号，集团旗下的“归
一”商标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银香
伟业的食品通过对各个环节的控制，打造了
“安全、放心、健康”有机食品产业链，建
立了“物料源头到销售终端”全过程控制和
全程追潮体系，是乳品行业的“领头牛”。

□焦蕾 李勇涛 报道
本报临沭讯 一群返乡创业的老板为临沭县石

门镇经济带来新活力。2018年，该镇以大官庄村为
试点，招引在外老板回乡创业取得可喜成效。到目
前，已经有34名各类人才回乡创建了迪尚服饰、嘉
控智能、桃花源、蓝莓园、优之园、松山堂等十几
个企业。这些人才在家乡创建的各类项目为全镇创
造产值7000余万元。

2018年初，大官庄村党员陈延华回村创业，当
年10月投资创立临沂市第一家生产水肥一体化智能
控制设施的高科技企业——— 山东嘉控智能科技有限
公司，2019年实现产值1000万元，地方税收70万元；
2020年1月-11月，实现产值1100万元，地方税收65万
元。

2018年8月建成投产的临沂迪尚服装有限公司，
实现年加工生产服装50万套，营销网络遍布亚、
美、欧，年产值达到1400万元，为本村提供120个扶
贫就业岗位。

回乡老板陈磊紧靠沭河古道景区投资100多万元
建设了融合旅游观光、休闲采摘为一体的佳兴农
场，利用“旅游+”“生态+”模式，打造了一个具
有较强拉动效益的生态旅游项目。

该镇着力打造的大官庄村“人才回引”示范
点，成为临沂市乡镇党委书记培训班、组织委员培
训班、党员教育队伍培训班等的观摩点。省委组织
部专题调研、《齐鲁先锋》栏目组专题报道了该镇
人才回引创新做法。

“凤还巢”成临沭县石门镇

经济新亮点

曹县有个“有机共生”“领头牛”

“放心消费在临沂”出彩又叫座

□记者 李文明 报道
临沂市顺和电商科技产业园由建材市场转型直播电商，短短8个月，吸引和培养了1000多名

主播，吸粉超过亿人，日均单量超过60万单，全场销售收入突破百亿元。图为进驻该产业园的
主播大V（右二）在培训直播人员。

□记 者 杨润勤
通讯员 栾振兴 赵洪涛 报道

本报济南讯 12月23日，由山东省药监局、山
东中医药大学、山东省中药协会主办的山东省首届
“品质鲁药”中药创新发展大会在济南召开。

山东是中药材资源大省、中药生产大省，共有
中成药生产企业118家、中药饮片生产企业84家、中
药品种2132个，涌现出一批具有区域特色的中药品
牌企业和中药大品种。

会议提出，监管部门要从严抓好企业监管，做
细做实服务文章，坚决护佑好人民群众的生命健
康。要深入推进药审制度改革，全面实施“品质鲁
药”建设工程，加快推进追溯体系建设，全力支持
中药配方颗粒试点和经典名方开发等工作，为山东
中药产业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贡献药监力量。中药
生产企业要时刻秉承一丝不苟的干事态度和“没有
最好、只有更好”的极致追求，孜孜不倦做好药、
造良药。科研院所应创新思维，充分运用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加快推进中药材标
准化种植、中成药生产现代化，闯出一条中药产业
新路子。

首届“品质鲁药”

中药创新发展大会召开

□记者 杨润勤 报道
日前，记者在鄄城县彭楼镇前牟村的养殖小区

里看到，这里有68个养殖户、138个养鸡大棚，蛋鸡
存栏量100万只。一排排立式鸡笼干净整洁，有自动
上料系统、喂食系统、饮水系统、清粪系统，整个
大棚采用湿帘风机降温全封闭运行模式。同行的鄄
城县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这种科学的养鸡方
法不仅提高了产蛋率，也保障了鸡蛋的食品安全。


	20-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