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沭阳县：加强源头治理  
厚植花木电商“诚信基因” 

 

沭阳县花木种植面积达 60 万亩，从业人员超 30 万人，花

木电商产业成为该县乡村振兴的强劲“助推器”。但部分电商

因法律意识淡薄、市场监管不完善等因素，以次充好，销售假

劣现象频频发生。2021 年 4 月，新京报《江苏沭阳花木电商售

假调查：绿化草 P 成进口花卖，假玫瑰月销万单》引起社会高

度关注。对此，该县坚持从源头治理，加强监管，探索建设诚

信体系，着力培育守诚信重品质的花木电商市场，“买好花、

信沭阳”的品牌效应不断显现，有力推动了全县花木电商产业

高质量发展。 

一是加强法治震慑，教育引导电商从“逃避监管”到“不敢失

信”。针对花木种苗电商主体数量大、分布散的特点，县委网信

办、市监局、资规局等职能部门在加大线下监管的同时，从经

营源头和市场流通两个环节入手，加强管理。摸清底数，构筑

诚信之基。对花木种苗经营户“逐一过堂”，线上搜网店、查

网页，线下摸主体、建台账。为林木种苗经营者免费办证、免

费培训，在重点花木乡镇设置办证点，2021 年办理花木种苗经

营许可证 10298 本，基本实现经营户全覆盖；建立 28000 条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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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主体信息台账，并录入省网络交易监测管理系统，为精准监

管，从源头遏制电商失信打下基础。依法打击，守住品质底线。

坚持以案破题，县资规、市监、公安、邮管等职能部门驻点办

案、联合执法，通过投诉举报、网上检索、实地巡查等，严查

各类违法违规经营行为。通过打击一批违法违规人员、取缔一

批违法实体交易场所、关闭一批违法经营网站网店、侦破一批

违法交易案件、曝光一批不诚信经营者，形成强大震慑效应，

营造网络诚信经营浓厚氛围。同时，加大涉假花木种苗通过外

市快递企业跨地区揽件虚假地域发货的打击力度，累计对 8 家

跨区揽件快递企业作出处罚，从快递源头守住花木种苗品质底

线。健全制度，加强长效治理。制定《沭阳县防范治理电商销

售假劣花木种苗实施意见》，明确职能部门工作职责，形成监

管合力；建立协同监管机制、违法失信惩戒机制、守法守信奖

励制度等，全面系统防范治理销售假、劣花木种苗行为。 

二是加强自治凝力，教育引导电商从“与我无关”到“共管共

治”。通过出台村规民约这一“软约束力”，让村民通过“公约”

形式直接参与到电商诚信体系建设之中，让失信电商彻底失去

生存土壤，促进花木电商依法守规意识提升。建立《网络电商

诚信经营村规民约》。县文明办牵头，会同花木电商镇村制定

村规民约，分别从遵守法律法规、合法持证经营、张贴诚信标

贴、禁止虚假宣传、服从行业监管、做好售后保障、加强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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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维护交易秩序、严格失信惩戒、严格遵守约定等十个方

面，对网络电商诚信经营行为进行了明确规定，并在全县推广，

规范引导电商将守法经营、诚信经营理念融入日常、成为自觉。

目前，全县已有 97 个花木电商经营乡镇和村居建立村规民约。

创新推出“诚信标签”。县委宣传部创新推出“诚信标签”，

要求每一件花木种苗快递都必须张贴。标签上标注县相关职能

部门的监督电话及投诉平台二维码，随快件发放，方便消费者

投诉举报，从“失信”源头对商户进行监督。县委网信办每日

收集投诉信息，及时转交职能部门处置，目前已发放标签 3 亿

多张。成立县网络电商互助联合会。加强网络电商管理，推动

成立全县网络电商互助联合会，将诚信体系建设作为重要内容

写入章程，加强行业自律，构建团结互助、竞争有序的良性发

展机制，推动电商产业可持续发展。会员单位通过日常交流、

召开行业峰会等交流活动，实现互助共赢效应。 

三是加强德治滋养，教育引导电商从“要我诚信”到“我要诚

信”。在注重运用法治的硬约束的同时，积极借助道德的柔性力

量，在更高层面规范电商，从根源上破除失信现象。开展诚信

电商评选。注重示范引领，新河镇、颜集镇、庙头镇等花木电

商重点乡镇定期评定“十佳诚信电商”“电商诚信经营户”“诚

信花木供货商”。资规局等部门评定“沭阳县花木种苗领域诚

信经营者”65 户、“合格供货商”15 户。在花木节开幕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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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年度花木诚信企业、诚信电商进行集中表彰。通过评优评先

活动，引导电商企业自觉做到守信用、讲信誉、重信义，自觉

接受社会监督，发挥诚信示范带动效应。坚持失信曝光制度。

出台《沭阳县失信企业黑名单曝光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

将失信行为严重、事实清楚、造成较大社会危害，且具有一定

典型性、代表性失信行为的企业或自然人列入“黑名单”，定

期曝光。构建失信联动惩戒体系。县信用办、市监局、农业农

村局、资规局联合印发《“三苗”领域失信联合惩戒实施办法

（试行）》，对全县花木电商等领域从业人员实施信用监管，

构建“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体系。

凡被依法认定为失信人员的，将面临限制获取政府财政性资金、

补贴，限制评优评先、限制享受绿色通道办理等各类联动惩戒

措施。  

 

 

苏州市吴江区：加强“信用小镇”创建 
打造农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新样本 

 

苏州市吴江区震泽镇是一座千年古镇，以丝绸家纺为特色

产业，拥有丝绸企业近 200 家，形成了 50 亿能级的丝绸家纺产

业集群，该镇围绕蚕桑文化和水乡古镇两大主线，努力打造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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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水乡及蚕桑文化主题的全域旅游目的地。为更好地护航丝绸

行业发展、规范旅游市场秩序，推动乡风文明建设，震泽镇积

极启动了“信用小镇”创建，以“信用+日常监管、信用+丝绸

行业、信用+商业街区、信用+农村治理”四个方面为切入口，

努力打造农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样本。 

一是以“信用+日常监管”，推动基层“放管服”改革。充分依

托吴江区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信用小镇”子平台，通过数据共

享搭建“信用小镇”企业法人和个人信用数据库，建立企业信

用“一码通”、个人诚信积分“一卡通”，在市场主体住所登

记、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审核等方面推进信用承诺制，

将信用承诺贯穿监管“事前、事中、事后”全流程，实现了“二

维码采集信用承诺信息、信用监管风险提示、分级分类监管记

录、承诺履约情况反馈”闭环管理，以信息化手段推进基层监

管能力和监管水平。 

二是以“信用+丝绸行业”，护航特色产业发展。为充分发挥

震泽丝绸行业协会作用，引导企业诚信经营，提升市场竞争“软

实力”，构建“政府推动+行业协会主导”的模式，推动丝绸企

业主动公开承诺，根据行业特性并结合震泽丝绸地理标识，开

展丝绸行业信用评级。通过与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合作，为行

业评级较高、信用良好的小微丝绸企业争取更多信贷支持、更

优金融服务，通过信用引导和资源优化，助力企业降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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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行业健康发展。积极建立信用纠纷调解机制，妥善解决企

业间信用纠纷问题，降低企业各类信用风险。 

三是以“信用+商业街区”，规范旅游市场秩序。全面倡导诚

信经营理念，分餐饮、民宿、丝绸不同行业开展信用承诺，将

信用监管下沉到“最后一公里”。通过诚信教育推动商户亮出

“信用身份证”，发挥舆论监督作用，曝光失信问题，警示商

家商户守住诚信经营“底线”。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示范作用，

每季度开展“诚信商户”评选，大力发掘培育诚信典型，通过

积分兑换诚信商户优惠券等形式，给予守信商户适当引流，提

升商户守信经营积极性。 

四是以“信用+农村治理”，助力乡风文明建设。积极搭建村

民信用档案，记录村民信用承诺等信用信息。以守信激励为主，

鼓励村民积极参与村部建设，将村民信用承诺履行情况、良好

行为、荣誉表彰作为主要积分依据，建立诚信积分制度。通过

对守信村民提供诚信积分兑换、有线电视补贴、“鲈乡好家风”

“文明助农 e 贷”信用贷款等，将守法守信正能量转化成可用

的“活钱”，提高村民守信感受度，引导村民向上向善、重义

守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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