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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 慧 心 ”融 入 烟 火 气
——上海市普陀区城市菜市场改造调查

本报记者 李治国 唐一路

近年来，随着“人民城市”理念的不断深入，

建设“管理标准化、交易数字化、服务便利化”的

标准化菜市场成为上海践行这一理念的重要抓

手。继 2023 年发布示范性智慧菜场建设工作方

案之后，上海又连续两年发布标准化菜市场升级

改造工作方案，在加强市场管理制度和智慧管理

系统建设等方面发力，让传统菜市场焕发新活力。

作为上海市中心城区，普陀区较早开始布局

改造“智慧菜场”，打造便民生活圈，力争让智慧

化标准化菜市场成为普陀区“为人民办实事”的

全新名片。目前，这里的菜市场有哪些新变化？

升级改造过程中采取了哪些智慧化手段？菜市

场运营方和商户的反馈如何？消费者又有哪些

新感受？

环境优化

“以前到菜市场买菜体验很差，地上满是烂

菜叶和杂物，有些摊位甚至要捂着鼻子经过。”在

位于甘泉街道的甘泉集市，前来买菜的上海市民

张信桐告诉记者，“现如今，身边的菜市场变得明

亮宽敞，空气清新，分区也很合理，服务人员脸上

洋溢着笑容。逛菜市场成为一件让人享受的

事。”消费者态度转变的背后，是当地推动标准

化菜市场升级改造的持续努力。

“升级后的菜市场通过更加智慧的管理、更

加优化的市场环境、各具特色的便民服务等，让

市民买得更舒心、更放心、更开心。”上海市普陀

区商务委市场秩序科科长杜庆丰表示，“除了整

齐划一的标准设施外，普陀区各街镇、各市场立

足自身实际，结合属地发展规划，力争实现一市

场一特色。”

工 作 日 的 早 晨 ，记 者 走 进 位 于 桃 浦 镇 的

TAO 爱吧生活体验馆（真南市场），各类农副产

品琳琅满目，前来买菜的居民络绎不绝，弥漫着

浓浓的城市烟火气。近段时间，作为普陀区首批

标准化菜市场升级改造的试点点位，这里引进了

数字技术，实现了智慧化管理运营。据介绍，

TAO 爱吧生活体验馆（真南市场）配置了智能客

流监测设备，在食品安全、消防安全、垃圾分类等

方面也进行了智慧化升级改造，为消费者带来更

加便捷和安心的购物体验。

上海市普陀区商务委副主任马浩表示，升级

改造标准化菜市场，政府要发挥重要引领作用。

一方面要提前谋划部署，对照标准化菜市场升级

改造建设要点和相关要求，高质量完成升级改

造。另一方面，也要守住安全底线，以消防安全、

食品安全为重点，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此外，还要注重从细节着手，在平价菜供应等方

面做实做细，让居民真正感受到实惠。

为了推动标准化菜市场升级改造，2023 年，

普陀区制定了《上海市普陀区关于保障主副食品

供应及价格稳定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对于通过

标准化菜市场升级改造验收的市场管理公司，将

按照程序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鼓励更多标准化

菜市场积极开展升级改造。去年 7 月，普陀区商

务委召开标准化菜市场场长培训会，围绕市场业

态布局、摊位管理、融合发展、活动促销、数字化

管理、安全生产等内容进行分享，并介绍运用大

数据分析客流量和营业额等现代化运营方式，提

升菜市场运营管理能力。

“我们邀请专业人士，围绕上海市商务委关

于标准化菜市场升级改造建设要点进行讲解，让

菜市场管理公司了解升级改造内容及预期投入，

并结合菜市场自身定位及特点提供具体指导意

见。此外，我们还联合市场监管部门，针对性解

决升级改造中遇到的具体问题。”杜庆丰表示，

“对于商户，我们一方面通过信息系统规范摊位

内卫生管理、垃圾分类、明码标价等，提高服务效

能，吸引更多顾客；另一方面通过数据采集、分

析、应用，不断优化商户经营品类和定价策略等，

开展精细化运营。”

运营高效

在科技手段的加持下，传统菜市场不仅面貌

焕然一新，也创造了更加透明安心的消费环境。

在甘泉集市，一块大数据显示屏吸引了记者

的视线。甘泉集市负责人管志红告诉记者，“这

块展示屏是市民买菜的好帮手。上面展示了菜

市场内的实时交易信息、农产品检测信息、客流

信息、促销优惠信息、商品综合评价排名信息等，

消费者可以根据自身需求获取相关内容”。

“我每次来买菜，都会先看看这块显示屏，了

解今日菜价和优惠信息，提前做好功课，做到心

里有数，真的很方便。”张信桐说。

当菜市场装上一颗“智慧心”，交易过程也变

得更加高效、透明。在甘泉集市，几乎每个蔬菜

摊位都配备了一台 AI 识别智能电子秤。记者随

手拿了一个玉米放上去，电子秤立刻精准识别并

称重，不到 1 秒的时间就给出了总价。

“菜品放上秤台的同时，集成在电子秤内的

AI 摄像头就能准确捕捉到商品，并快速读取它

的品名、价格、规格等信息，不需要商户再去选

品、输入价格，大大减少交易操作时间。同时，也

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人工操作误差，有效提升菜品

信息采集准确性。”管志红说。

智能电子秤的功能远不止于此。管志红介

绍，商户的销售数据可以通过智能电子秤实时上

传到后台系统，进而形成包括菜价分析、销量分

析、经营分析等在内的多维度统计分析数据，帮

助甘泉集市更精准地把握商品结构、市场业态的

合理性，方便运营人员及时采取措施调整运营方

向。同时，菜市场方面还能实时掌握商品交易价

格，对于异常价格及时预警提示，实现供应价格

总体稳定。

宜昌龙泉市场场长盛嘉敏表示，“进行标准

化菜市场升级改造后，市场管理者能够借助科技

手段实现数据的实时监控和分析，快速响应市场

变化，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管理效率。智慧化改

造不仅提升了市场的硬件设施水平，还通过优化

服务流程、简化支付方式等进一步提高服务质量，

为消费者提供更加便捷、高效、安全的购物环境”。

对商户而言，科技手段的引入，极大提高了

经营效率，减少了交易风险。甘泉集市商户小陶

家每日鲜光禽铺店长汤浩兵说，“菜市场安装了

智能监控系统，可以实时监控菜市场各个区域的

情况，保障安全和秩序。对商户来说，也减少了

货品丢失的风险，让经营环境更加安心。大数据

分析系统可以帮助预测未来肉品的需求趋势，让

我提前做好备货准备，避免缺货或积压”。

“在为经营户提供的‘淘菜猫云商户’小程序

中，我们嵌入了店铺运营管理功能，包括商品管

理、交易记录查询、经营统计分析等，他们每天都

能清晰地了解到自己赚了多少钱，利润有多少，

哪些商品卖得好，下阶段应该多进些什么商品，

等等。”管志红表示。

“菜市场升级后，交易信息透明度大大提升，

这对我来说是很大的助力，顾客现在对我越来越

信任了。”宜昌龙泉市场商户好侬味糖醋排骨店

长王波说。他介绍，智慧菜场通过数字化手段，

在电子屏幕、手机 App 端实时展示菜品价格、产

地、检测信息等，让消费者在购买前就能全面了

解产品信息，增加了消费者对市场的信任和购买

意愿，客户黏性大幅增加。

在 TAO 爱吧生活体验馆（真南市场），智能

电子秤的交易数据和菜场移动端小程序“云管

家”实现了互通互联，摊位的销售情况、进销存管

理、数据分析等都可以从中看到，有助于商户进

货时精准匹配市场需求，助力商户经营降本增

效。同时，对市场运营方而言，也实现了市场管

理经营的高效能。“通过‘云管家’小程序，我们可

以实时了解商户的经营状况，也便于我们更好地

结合市场需求精准服务商户。”TAO 爱吧生活体

验馆（真南市场）负责人田向阳表示。

实时展现商户评价，为消费者提供选购建

议，是普陀区升级改造菜市场的又

一 重 要 着 力 点 。“ 我 们

推 出 了‘ 经

营户主体二维码’，投放在商户

电子秤的客显屏上，消费者打

开微信扫一扫，不仅能够查询

到该商户的详细信息、菜品的

溯源信息，还能够提交对于经

营户的评价、意见、建议。这些

评价信息也可以为其他消费者

选购提供参考。”管志红说。

信息收集高效，市场管理

精准，让整个“菜场生态”形成良

性闭环。在永昌市集龙盛店，智

慧化市场管理系统整合了水电

费、食品安全台账、市场人员管

理等模块，能自动高效收集并整理各类信息，提升

了市场管理效率。同时，通过系统采集到的量价

交易数据，菜市场在实现信息统计分析、监测预警

等智慧化运行管理的同时，也能为政府部门的市

场保供、价格监测、应急处置等提供数据支撑，更

好保障市民的生活需要。

服务多元

菜市场既是保障市民“菜篮子”的重要场所，

也是展示城市形象和民生温度的重要窗口。经

过升级改造，普陀区的菜市场环境更加整洁、管

理更加智慧、业态更加丰富多元，成为市民“便民

生活圈”上的重要一环。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如今普陀区的不少菜

市场推动业态融合，为消费者提供更加优质的服

务。甘泉集市集合了缝补衣物、钟表维修、理发

等多品类便民服务业态，市民可在菜市场实现

“生活内容全覆盖”；改造后的 TAO 爱吧

生活体验馆（真南市场）更加

精致，各类产品供

应充足，超大停车场更加便民，成为居民休闲购

物的好去处。

位于普陀区的高陵集市践行“人民城市”重

要理念，以菜市场为核心，着力打造具有“烟火

味、好滋味、人情味”的数字化社区服务中心，让

数字与生活紧密结合，成为周边居民日常生活交

流的“会客厅”。通过数字化转型，高陵集市从传

统菜市场变身网红打卡地，为城市“温暖”IP 的打

造持续赋能。

“这里环境整洁，让人心情愉悦，是一个可以

逛上半天的菜市场。”拎着购物袋前来选购菜品

的上海市民周晓莉说。记者了解到，改造后的高

陵集市在生鲜菜市场的基础之上，增加了上海特

色小吃馆、服务片区等，服务内容更加优质多样，

在装饰设计上融入了海派元素，变身老上海风情

网红集市。舒适的购物环境吸引了众多市民游

客前来打卡。

高陵集市负责人马莉介绍，高陵集市努力做

好菜篮子保供稳价工作，在每天供应新鲜优质商

品的基础上，引入不少知名老字号品牌，在传统

集市中融入了上海特色餐饮文化。目前已有大

壶春、小绍兴、小金陵、沈大成、功德林等 10 多家

老字号品牌进驻，上海特色小吃在这里可以“一

站尝遍”。

高陵集市的二楼是真如镇街道高陵党群服

务中心，这里融合了党群建设、社区服务、社区管

理等职能，打造了半日学堂、网格化管理指挥中

心、百姓大舞台、共享健身房等多元社区交流空

间和活动场景。社区食堂、便民驿站等基本保障

类业态以及老年康护、儿童服务、休闲娱乐等品

质提升类业态融为一体，满足了居民多样化的消

费需求。

据 介 绍 ，高 陵 集 市 还 设 置 了“懒 人 料 理 专

柜”，不仅为周边居民供应平价菜，还在饿了么平

台开设阳光菜场，为消费者提供线上线下服务，

为市场经营户开辟更多销售渠道。

标准化菜市场改造须因势而变，通过发展模

式的更新，不断适应广大群众日益丰富的主副食

品需求和多样化消费需求。“我们将根据实际情

况，不断推进标准化菜市场升级改造，不搞一刀

切，不搞批量化，成熟一家改造一家，最终实现普

陀区全覆盖。”杜庆丰说，普陀区将继续探索菜市

场智慧化建设思路，以科学化、智慧化管理为抓

手，不断推进菜市场硬件提升、业态升级和管理

方式创新，全面提升菜市场综合管理和服务保障

水平，让百姓拎起幸福感满满的“菜篮子”。

菜市场是展现城市烟火气的窗口。针对一些传统菜市场环境嘈杂、卫生不佳、管理粗放、信息

不透明等问题，不少城市对菜市场进行标准化改造、智慧化升级。上海市普陀区打造的“管理标

准化、交易数字化、服务便利化”智慧菜场，成为市民“便民生活圈”的重要一环，也是城市治理现

代化的生动实践。充满民生温度的智慧化改造，既是城市更新的重要抓手，也承载着人民群众对

品质生活的美好向往。

小小菜市场，承载大民生。在上海市普

陀区的标准化菜市场改造中，大数据分析、人

工智能识别等科技手段赋能菜市场运营管

理，是以数字化手段重塑民生服务场景的有

益实践。

智慧管理为民生服务提效。智慧化改造

并不是简单“炫技”，其目的在于让消费者享受

到真正的便利和实惠，让上班族用最短时间买

到最新鲜的蔬菜，让老年人在电子秤前也能看

得清、算得明。唯有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传统

菜市场才能焕发新活力。当智慧管理系统成

为守护食品安全的“电子哨兵”，当数字平台化

作畅通供需的“信息桥梁”，技术真正实现了以

人为本的价值回归。

细 节 优 化 为 百 姓 生 活 添“ 暖 ”。 衣 物 缝

补、钟表维修等便民服务的嵌入、早餐摊位的

合理布局、停车场的人性化设计，都传递出城

市治理的温度。智慧菜市场不仅要有智能化

的“硬实力”，更需要接地气的“软服务”。在

北京，“社区+”模式整合了菜市场、助餐、代

收快递、家政等功能；在成都，智慧菜市实现

了菜品的全程溯源，让消费者买得放心、吃得

安心⋯⋯这些创新实践证明，当菜市场成为

社区服务的综合体，群众收获的不仅是新鲜

食材，更是触手可及的幸福感。

制度保障为长效发展筑基。上海市出台

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建立市场经营全流程标

准体系；普陀区将管理制度转化为系统任务，

用数字合同规范摊位经营⋯⋯智慧化改造需

要建立长效机制，既要通过政策引导激发市

场活力，也要用标准体系守住安全底线。杭

州构建的“信用菜场”评价系统、苏州推行的

“透明厨房”监管平台等实践，都在探索用制

度创新巩固改造成果，让惠民举措从“盆景”

变为“风景”。

菜市场的变迁折射着城市治理现代化的

进程。当我们用物联网传感器监测蔬菜新鲜

度时，不能忘记手指尖触摸菜叶的温度；当应

用智能 App 实现线上下单时，仍需保留摊主

与顾客寒暄问候的温情。智慧菜市场建设的

真谛，在于用技术创新提升服务品质，用制度

创新保障民生福祉，最终让每个市民的菜篮

子里装满看得见的安心、摸得着的实惠、品得

出的幸福。这既是“人民城市”理念的生动诠

释 ，更 是 新 时 代 城 市 治 理 者 应 有 的 初 心 与

担当。

制度加技术保障民生福祉
陶钦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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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陵集市已经成

为上海市普陀区的网

红打卡点。

（资料图片）

永昌市集龙盛店的大数据显示屏上展示着实时交易

数据、摊位评价星级等内容。 （资料图片）

位于上海市普陀区的甘泉集市门口，顾客络绎不绝。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