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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中市监函〔2023〕193 号

中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市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
第132092号提案答复的函

唐志华等委员：

你们提出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农贸市场及周边综合治理的建

议》（提案第 132092 号）收悉，经综合市城管和执法局意见，现

答复如下：

你们从硬件基础设施、市场网点布局到经营模式等方面分析

了我市农贸市场当前存在问题，并就如何加强我市农贸市场及周

边综合治理提出了一些可行性操作建议，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和参

考价值。

一、关于加强综合治理的建议

吸收采纳。

（一）加强农贸市场规范化管理。一是强化环境卫生管理规

范。结合“创文”“巩卫”要求，印发《农贸市场环境卫生综合

治理工作方案》，压实市场开办方主体责任，集中整治摆卖秩序、

环境卫生、制度建设等存在问题。二是严格落实“1110”制度。

（A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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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限制区范围内，设置相对独立的活禽经营区域，实行封闭式

屠宰加工，确保销售区、宰杀区、消费者之间物理隔离，并严格

落实“一日一清洁消毒、一周一大扫除、一月一休市、当日活禽

零存栏”制度，督促做好相关工作台账记录。三是强化食品安全

监管。将食品安全检测作为落实省、市民生实事的重要工作加以

推进。加强食品安全溯源，市商务局建设的肉类蔬菜流通追溯体

系覆盖全市 624 个流通追溯节点。四是强化农贸市场产品质量监

管。严厉打击侵权假冒和销售过期失效、“三无”产品等违法行

为。五是加强集贸市场（农贸市场）塑料购物袋监管，推动塑料

污染治理。以超薄塑料购物袋为重点，检查销售的塑料购物袋是

否存在未标示生产者名称或执行标准编号（如 GB/T 21661-2008、

GB/T 38082-2019 等），以及销售者是否存在向消费者无偿或变相

无偿提供塑料购物袋和未标明价格销售塑料购物袋等行为。六是

大力倡导文明诚信经营，加强计量器具强制检定和监管。推行信

用管理制度试点，制定《诚信计量管理制度》并上墙公示，引导

市场商户开展诚信计量自我承诺。全市农贸市场约 1.7 万台秤具

实现了免费强制检定全覆盖，中山市成为全省统一配备“智慧公

平秤”安装试用首站城市。

（二）加强农贸市场问题整治。一是加强问题整改。根据市

创文督导组在农贸市场中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指导和督促镇街限

期完成整改，并将整改情况反馈到市创文指挥部办公室，实现问

题闭环管理。今年 1-5 月份，共处理督导问题 520 个，整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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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 个，整改率 100%。二是强化问题督导。市局设 15 个检查组，

加强对主城区、文明镇、文明村社区范围的 74 家重点农贸市场的

创文督导，每周对负责的点位市场进行全覆盖检查。今年 1-5 月

份，我局机关共出动执法人员 1514 人次，检查农贸市场 847 家次，

发现问题 2880 个，整改问题 2880 个。三是建立“3+2”联合治理

机制。组织主城区市场建立“3+2”（市场监管分局、综合执法分

局、交警中队、社区、市场方各 1人）联合检查机制，重点整治

市场内外环境卫生、摆卖秩序、周边车辆乱停乱放等问题。市城

管和执法局印发了《2023 年中山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系统市容

环境整治工作方案》，查处农贸市场周边占道经营和无照流动经

营的违法行为，特别是整治“马路市场”。今年以来，共责令整

改 2223 宗，立案查处 112 宗，罚款 81500 元。

（三）加强农贸市场升级改造。一是全面推进农贸市场升级

改造。我局印发了《中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全市农贸市场综合治

理行动工作实施方案》（2020-2022 年），积极组织全市在营农贸

市场因地制宜开展升级改造，2020-2022 年，全市共投入 2.7 亿元

进行农贸市场软硬件设施升级改造，254 个在营农贸市场全部完成

升级改造。二是积极打造“香山新街市”。2022 年市政府印发了

《中山市打造“香山新街市”工作方案》，成立以市委宣传部、

市市场监管局、商务局、财政局、城管和执法局、国资委等为成

员的中山市打造“香山新街市”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设在市

市场监管局。2022 年市财政投入资金 3500 万元，打造了 31 个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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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香山人文历史、特有的民俗文化价值的“五个一”（即：一套

“香山新街市”标识设计、一个新街市服务专区、一个“香山云

街市”智慧农贸平台、一套“香山之品”食品农产品标准体系、

一把“香山智慧秤”）“香山新街市”农贸市场，带动了全市农

贸市场环境改造和消费升级。2023 年继续投入 4000 万，打造第二

批不少于 30 家“香山新街市”，并引入第三方专业机构，对全市

农贸市场（含“香山新街市”市场）开展实地监测评估，预计完

成 552 家次农贸市场和 120 家次“香山新街市”动态现场监测，

对监测情况进行定期汇总分析、形成报告，更好落实农贸市场整

治提升行动任务。

（四）完善农贸市场配套。一是市商务局结合生活物资保供，

制定了《中山市生活必需品流通保供体系建设实施方案》报省商

务厅，争取第一批试点。安排线下商贸流通资金，支持一批物流

项目、冷链项目，完善我市农贸市场配套。二是 2020 年以来，市

财政安排资金 1.73 亿元用于食品抽检、检验检测、农贸市场疫情

防控等，为农贸市场供给稳定，安全有保证提供有力支撑。三是

司法局印发《中山市推进“综合查一次”工作实施方案》，重点

推进农贸市场整治相关监管事项纳入联合监管事项清单，助力农

贸市场整治提速增效。

（五）加强农贸市场创文宣传。一是规范宣传行为。动员全市

农贸市场对场内杂乱、过时、褪色、损坏等公益广告开展大清理

行动，突出公益广告时代主题。二是提高宣传品质。印发了《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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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提升农贸市场精神文明建设公益广告品质的通知》，对标对表

周边地市高质量公益广告宣传，主城区农贸市场统一宣传内容，

统一广告设置，高标准展示文明创建活动内容。三是积极动员部

署。各镇街通过微信工作群向农贸市场档主宣传文明创建活动工

作要求，动员和引导档主发挥主人翁精神，落实“门前三包”，

积极主动投入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四是广泛发动群众。各市场利

用场内的电子显示屏、广播等方式向入场顾客宣传农贸市场文明

创建工作要求，引导市民自觉做到场内不抽烟，不随便丢垃圾，

不骑车入场等。五是以宣传教育为先导，加大对农贸市场周边进

行走访，耐心细致地向经营者进行法律法规宣传，引导经营者和

流动摊贩全力配合整治工作，营造“政府引导、市场牵头、市民

参与”的良好创建氛围。

二、加强部门间协作的建议

吸收采纳。

（一）加强部门间协作。根据市委、市政府和市文明办关于

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部署和要求，我局牵头制定《中山市农贸

市场整治提升行动实施方案》，建立了以市场监管部门负责市场

内问题整治，市城管部门负责农贸市场周边环境卫生、市容市貌、

占道经营等问题治理，市交警部门负责农贸市场周边停车难、停

车乱问题治理，市农业农村局负责农贸市场周边“三线”问题整

改的协同合作机制。同时，成立了中山市农贸市场整治提升行动

工作领导小组，我局承担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日常工作，负责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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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提升行动的组织、协调、指导和监督等，并建立健全联络员沟

通机制，各镇街和成员单位指定 1名联络员负责日常沟通联络、

信息报送、跟进落实督办整改事项等工作，各镇街同步建立工作

领导小组，强化治理力量统筹。

（二）加强内部协作。我局实施局领导分组检查督促制度。

市局设 15 个检查组，每组由 1名副处级以上干部任组长，局机关

各相关科室人员参加，加强对主城区、文明镇、文明村社区范围

的 74 家重点农贸市场的创文督导，每组每周对负责的点位市场进

行全覆盖检查，并由牵头业务科室进行统筹指导。

三、加强标准化建设的建议

吸收采纳。

（一）以标准化建设引领行业发展。我局牵头市商务局、中山

公用市场管理有限公司、广东菜丁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联

合起草了《农贸市场建设与管理规范》，并于 2022 年 1 月 20 日

发布《农贸市场建设与管理规范》（DB4420/T 11—2022）作为中

山市地方标准，填补了我市农贸市场新建、升级改造及管理没有

标准可依的空白，并为下一步推动我市农贸市场对标提升改造和

管理水平，形成一系列政策保障。

（二）以星级化评比推动行业发展。省市场监管局印发了《农

贸市场分级评定指南》（DB44/T 2396-2022），对符合条件的农

贸市场从高到低依次划分为五星市场、四星市场、三星市场，进

一步充实和完善我省农贸市场建设与管理地方标准。我局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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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以此为推手，充分发挥第三方评估作用，对全市农贸市场进行

星级评定，推动农贸市场行业发展。

专此答复，诚挚感谢你们对农贸市场及周边治理工作的关心

支持。

中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 年 6 月 8 日

（联系人：林立民，联系电话：87898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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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市政协提案委、市政府办公室、市城管和执法局。

中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3 年 6月 8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