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一个农贸市场，还是现代化
管理的大型超市？

智能监管实时动态+电子支付全
追溯+食品检测远程监控+商家信用等
级全透明……位于江北区寸滩街道的
溉澜溪农贸市场——一个有着13年历
史的传统农贸市场，在实施智能化改
造后，换了新颜。

溉澜溪农贸市场是江北区首家示
范智慧农贸市场，也是我市推进传统
农贸市场转型升级的一个“样板间”。

来自市商务委、市市场监管局及
多个区县的消息称，建设一批智慧农
贸市场、推进农贸市场线上线下融合
发展，将被纳入今年的重点工作之一。

今年内，江北区力争建成28个智
慧农贸市场；1月底前，南岸区力争完
成15个农贸市场的智能化改造……在
全市范围内，智慧农贸市场建设大幕
正渐次拉开。

“智”在何处
扫码追溯、销售数据实时上传

1月6日上午10时许，天气寒冷，溉
澜溪农贸市场内的生意却十分红火。

这是一个经营面积超过3500平
方米的大型农贸市场，现有门市及摊
位190多个，经营户113户，从业人员
近300人，主要服务周边近10个社区
的4万余名群众。

一进市场，给人的感觉就跟印象
中的传统农贸市场大不一样——

在大门口，竖立着一块可触摸显
示屏。点击它，可查询各种品类的农
产品价格、批发信息、安全检测信息及
市场概况、经营户分布等，这些数据均
实时更新。

再看市场的布局，蔬菜区、农副产
品区、肉类区、水产品区等跟大型超市
基本相同，分区清晰，商品摆放整齐。

每个摊位，下方均设有排水系统；
上方挂着一块小型电子屏，显示该摊位
所售农产品的实时价格及经营户信息
等；摊位前摆着电子秤，外形和基本功
能与传统电子秤一样，可显示单价、重
量、总价等，但不一样的是，这些成交数
据将实时传输给市场后台管理系统。

重庆日报记者在肉类区看到，一
位市民在“旺峰肉业”摊位前买猪前腿
肉，称好并扫码支付后，一张小票打印
出来，上面清楚显示了市场名、商户
名、摊位号、交易时间、交易金额等。
如果再扫一扫小票上面的溯源码，检
测结果、屠宰点信息等一一可见。

此外，该市场内还专门设立了“快
检室”，市场管理方随时对产品进行抽

检，其结果也自动实时上传。
以上所有数据，都将成为当日农

产品消费终端大数据的一部分。
同时，溉澜溪农贸市场还配备了

一个智慧停车场，拥有100多个车位，
扫码支付、自动抬杆、快速出场……

“像我们这样的上班族，几天才有
空去买一大堆菜，习惯了在超市消
费。如果农贸市场都能像这里一样，
干净、整洁，菜新鲜，还配了停车场，这
对我们也有很大吸引力。”一位开车买
菜的年轻人笑着说。

多点开花
18个农贸市场实现智慧监管

智能化改造后的溉澜溪农贸市
场，是我市智慧农贸市场建设的一个
缩影。

截至目前，仅在江北区，我市就已
建成投用5家智慧农贸市场。今年内，
江北区力争建成28家智慧农贸市场。

无独有偶。在南岸区广阳镇，一
个有18年历史的传统农贸市场——明
月沱农贸市场，如今也改造成了一个
智慧农贸市场：装备了农产品滚动信
息显示屏、更智能的电子秤以及红外
线测温仪等，明晰了功能分区，让这个
此前效益差、设施老旧的农贸市场焕
发新的生机。

南岸区商务委负责人透露，去年
底开始，全区对15个传统农贸市场进
行智能化改造。目前已建成明月沱农
贸市场、洋世达·阳光农贸市场2个智
慧农贸市场，力争在春节前完成这15
个农贸市场的智能化改造升级。

位于大渡口区金阳路的半岛逸景

农贸市场，其改造效果同样显现出来：
这个经营面积约 4100 平方米，拥有
196个摊位、56个门市的农贸市场，已
建立起智能化的农贸市场网络数字化
监管体系。

还有九龙坡区的巴国城菜市场、
北碚区蔡家的人道美农贸市场……市
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去年下
半年起，我市以智慧监管为抓手，大力
推进智慧农贸市场建设，截至目前已
对18个农贸市场实现智慧监管，覆盖
江北、大渡口、九龙坡、北碚、沙坪坝等
多个区县。

其实，我市智慧农贸市场建设布
局时间更早。市商务委相关负责人
称，2017年起，我市抓住城市有机更新
的契机，从移动支付提升消费便捷性
切入，着力打造智慧农贸市场。仅在
2020年，我市就投入资金3.66亿元，改
造提升农贸市场206个。

“全链”受益
惠及消费、经营、供应、生产

等各方

“升级改造前，这个市场设施陈旧
落后，除非特殊情况，我基本不到这里
来。现在，我反而喜欢这里，菜品更新
鲜，买得也放心。”在溉澜溪农贸市场，
附近小区居民李果说，“更重要的是，逛
农贸市场，感觉更亲切，生活味更浓。”

与大型超市布局类似，但又别有
滋味的智慧农贸市场，不仅“唤回”了
很多上班族、年轻人，经营户、农产品
供应商甚至生产端也从中受益——

“以前市场环境差，很多消费者不愿
意进来。”在溉澜溪农贸市场经营了10
多年的商户董昌彬说：“市场升级改造
后，每天销售额平均提升了10%左右。”

处在销售终端的经营户生意好
了，上游的农产品批发商也尝到了甜
头。“好几个客户所在的市场都升级改
造了，我的日销售额起码提升了5%。”
一名姓王的农产品批发商高兴地说。

智慧农贸市场建设，也让市场监
管更智慧、更精准——

在市市场监管局办公大厅，立着
一块电子大屏，实时显示着全市已建
成智慧农贸市场的农产品追溯、检测
结果等信息。

“这个监管系统与区县大数据智
慧市场监管平台和一个个智慧农贸市

场连通，做到实时监管，确保群众消费
安全，提升了监管效率和水平。”市市
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说。

未来打算
多方联动提升农产品“全

链”竞争力

“就目前的建设情况看，对传统农
贸市场的改造升级可归纳为三个方
面。”重庆工商大学教授沈红兵分析
说，相当于传统农贸市场经历了智慧

“三变”——
一是“硬”设施改造。如环境整

治、功能分区、计量设备以及停车场配
套等，投入虽然较大，但却比较容易实
现。

二是农产品安全追溯。这是部分
消费者对传统农贸市场最大的担忧所
在，如今，智慧农贸市场正向大超市靠
拢。

三是“软”设施升级。“主要指农产
品终端消费大数据。以前，哪种农产
品卖得好不好，只能靠抽样调查、粗略
统计；如今，来自智慧农贸市场的数据
更全面、更精准，不仅有利于消费市场
的运行调度，也有利于农产品供应链
及生产端的调度。”

“作为一项民生工程，智慧农贸市
场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消费者、
经营户、供应商、生产端、市场管理方、
政府主管部门等农产品全产业链、供
应链、消费链。”沈红兵说。

当然，这条路依然任重道远。下
一步怎么走？

市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
以智慧监管为抓手，打造规范化的智慧
农贸市场，到2024年底，全市城区479
个农贸市场将完成规范化智慧化建
设。同时，还将与市农业农村委等紧密
协作，进一步推进“一品一码”溯源工
程，通过农产品龙头企业试点，将溯源
真正触及到生产端，实现全流程溯源。

来自市商务委的消息称：今年底
前，我市中心城区（含两江新区、高新
区）每个区至少建成1个高标准示范智
慧农贸市场，同时还将在此区域内建
成55个“网上菜市场”，通过示范引领，
带动全市传统农贸市场改造升级和

“菜市场智慧化、规范化”发展，多渠道
满足市民消费需求，同时提升农产品

“全链”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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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设施改造、农产品安全追溯、“软”设施升级——

重庆传统农贸市场的智慧“三变”
重庆日报记者 付爱农 向菊梅

市民买菜
后，电子秤打印
出的小票上不
仅有重量、价格
等信息，还可扫
码溯源。

1月7日，江
北区寸滩街道
溉澜溪农贸市
场，每个商户上
方都挂着一个
和管理后台连
通的电子屏，显
示实时菜价、营
业执照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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