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市文明办、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
民营企业协会、市个体
劳动者协会联合发文，
决定在全市开展2016年
度宁波市诚信民营企
业、诚信个体工商户认
定活动。

认定诚信企业的单
位须是依法注册登记2
年以上，当年工商企业
信用等级A级以上、税
务部门纳税，人社部门
年度审查达到一定级
别，2年内未发生严重
安全生产责任事故及违
反环境保护法规的行
为，企业主要负责人两
年内未发现刑事犯罪记
录、无行政部门违法记
录。认定诚信经营户的
单位须开业经营两年以
上，并无违法违纪记

录，依法申报纳税，无
偷、骗、抗税记录。户
主银行贷款和信用卡信
用良好，信用报告中无
不良记录。

活动由市文明办、市
场监管、质监、人社、国地
税、消保委等11个部门
参与考评。各县（市）、
区民营个体协会应对照

“认定办法”对申报单位
进行初审，由县 （市）
区考评小组复审，并签
署复审意见后上报市民
营个体协会。最后由市
文明办、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市民营企业协会、市
个体劳动者协会进行认
定，并发给“诚信企业”、

“诚信经营户”牌匾和证
书同时在市级有关媒体
予以公告。

通讯员 沈炜

5月22日，在宁海
县百家农产品市场经营
日用品、五金的宁海县
伟刚日用品商店店主魏
刚和经营文化用品、体
育用品及办公用品的宁
海县城关杰丽斯文具商
行的叶定良同志等6名
个体党员经营户，在各
自店铺显要位置纷纷亮
出金光闪闪的“共产党
员经营户”的牌匾，至
此，该市场已有16名个
体党员经营户开展亮牌
经营活动，他们自觉接
受社会各界人士和广大
消费者监督，公开向社
会承诺，做到诚实守信、
文明经营，让消费者买得
称心、买得放心，真正让
消费者得实惠，以实际行
动树立良好的党员形象。
这是该市场党支部开展

“两学一做”活动以来，在
全市场党员经营户中开
展“三亮”活动的一个缩
影。

宁海县百家农产品
批发市场，前身为宁海
县农副产品批发市场，
创建于 1992 年 10 月，
总投资5000多万元，营
业面积 2 万余平方米，
营业房500余间，2000
年转制为民营企业，更
名为宁海县百家农产品
市场有限公司，现有市
场个体经营户 308 户，
主要从事预包装食品兼

散装食品、乳制品、百
货文具、日用杂品、五
金交电、竹木制品、建
筑材料批发、零售，市
场年度营业额在20亿元
以上。

该市场党支部成立
于2016年6月，现有支
部党员6人，流动党员
经营户21人，他们分布
在全市场各个行业之
中，在日常经营中起到
了领头雁作用。该支部
成立以来，结合市场经
营户实际，在全体党员
经营户中开展了“两学
一做”“党员亮牌经营服
务”和“党员先锋指
数”考评等系列活动，
实行党员经营户“亮身
份、亮承诺、亮服务”
的三亮服务活动，自觉
接受社会监督，为消费
者提供优质服务。同
时，该支部还成立了党
员经营户志愿服务队，
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
用，组织党员义务监督
检查市场内消防安全、
帮助市场主办方清理商
品占道经营及乱拉乱接
电线等，把市场内不安
全系数降到最低。目
前，这支队伍已成为该
市场安全经营的宣传
员，解决消费纠纷的调
解员，协助市场秩序的
监督管理员。

通讯员 吕茂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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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期沙龙上，来自
海曙区市场监管局的蔡
建君从市场监管的角度，
对目前宁波市场婚纱摄
影行业存在的问题提出
了自己的看法。根据日常
执法经验，他提醒摄影机
构：首先在于定金的支付
上，客户预交的定金应该
在20%以下。但是有个别
的商家却要求客户支付
远远高于这个标准的定

金，一旦发生问题，退款
的问题就比较麻烦。还有
一点就是要注意合同文
本的规范性。由于目前
宁波影楼还没有统一的
行业规范合同文本，有
时候会出现霸王条款、
某项条文不合法等问
题，从而导致整个合同
无效，在后续的维权处
理中，也会给双方造成
损失。蔡建君认为，其

实规范合同文本，对于
商家和客户双方都是有
利的，既保护了消费者
利益，同时也保护了商家
的利益。

蔡建君提醒道，个别
商家在宣传中违反了广
告法的相关规定，出现了

“顶级”“最佳”等具有绝
对含义的宣传用语，这对
于一般消费者来说影响
不大，但是如果遇到职业

打假人，在固定证据的情
况下进行举报，相关商家
就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所
以，从规范整个行业规范
的角度来看，也要求商家
更加注重品牌的美誉度，
要有长期建设自身品牌
的意识，不要因为疏忽或
者放松而影响自己的声
誉。这点对于市场上知名
的大型摄影机构尤为重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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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个人
工作室的不断兴起，大
型婚纱摄影机构的市场
份额不断减少。据宁波
托斯卡纳摄影基地总经
理卢华介绍，他最近考
察了浙江省内的大型婚
纱摄影机构，发现业务
量同比下降了30%。

宁波萝蔓朵婚纱摄
影的创始人姜雪萍也表
达了同样的观点。她介
绍，现在传统影楼的摄
影师队伍流失严重，有
的开设了工作室，有的
拉起一个团队另立门户
了，对传统婚纱影楼的
冲击非常大。“今年，我

店的摄影师人数比去年
减少了一半。出去的摄
影师几乎都成立了自己
的工作室，利用之前学
到的经验和人脉开始抢
我们的生意。”对此，各
大传统婚纱摄影机构的
负责人无可奈何。加上
今年是结婚的小年，业

务量进一步减少，很多
机构都处于苦苦支撑的
阶段。他们迫切希望通
过市场的优胜劣汰，在
可以预见的未来，市场
能够实现良性发展，从
而给资质良好的婚纱摄
影机构有一个良好的发
展空间。

客户选择余地更大 注重个人感受

据相关资料统计，
目前宁波婚纱摄影市场
已经开始分化，各种小
众市场不断细分。有调
查表明，近8%的新人已
不再把拍婚纱照作为结
婚的必备流程之一；约
17%的新人选择了旅拍，
把新婚旅行和婚纱照拍
摄相结合；还有20.6%的
新人选择个人工作室进
行婚纱拍摄；还有一部
分新人选择了自拍。这
样算下来选择传统影楼
的客户就不到50%了。

这个现象说明，现
在结婚的新人更加个性

化，不愿意被千篇一律
的婚纱影楼的模式所束
缚，而是通过其他方式
来展现自我。从行业实
际情况来看，传统的营
销手段也受到了很大冲
击。之前依靠各自媒体
进行的广告宣传，正在
被越来越多的口碑宣传
所取代。

“如果一对新人喜
欢一个摄影师的拍摄手
法，他们就会推荐给身
边打算拍摄婚纱照的朋
友。通过微信朋友圈的
方式，很快就能获得不
错的宣传效果，非常直

接，还省钱。”姜雪萍承
认，新的社交平台兴
起，对于传统影楼的冲
击超出他们的意料。

卢华也表示，传统
的婚纱影楼需要花大量
人力物力打造内景、外
景、购置服装和布景，
而现在一些小的个人工
作室却可以通过第三方
平台解决这些问题。只
要有相机和摄影师就可
以拍摄，成本大大降
低，而且由于他们接单
量小，更注重客户体验
和交流，可以最大程度
地满足客户的个性化要

求，这对于那些体量巨
大，靠业务量取胜的婚
纱影楼，确实是以巧取
胜，充分抓住了客户的
痛点。

业内人士承认，目
前的婚纱摄影市场还处
于缺乏规范的阶段。虽然
有的个人工作室有个性，
能够获得一部分新人的
青睐，但是也有大量滥竽
充数的机构和个人工作
室存在。而传统婚纱影楼
出于对自身品牌维护的
考虑，技术上比较成熟，
流程上也比较规范，质量
还是有所保证的。

市场需要规范 行业需要整合

宁波梁祝天地副总
经理忻海滨认为，宁波
应该为婚纱摄影打造一
个产业基地，集中力量
引进和创建一批在业内
有水平有影响力的企
业。在这方面，梁祝文
化产业园借助传统文化
背景，做了一些有益的
尝试。梁祝天地现有6万
平方米的建筑面积，正
在积极打造华东地区最
大的婚庆广场，集中了
宁波一大批知名的婚纱
摄影机构，将打造婚庆
行业的全产业链。

宁波市婚庆行业协

会副会长葛炜波表示，婚
纱摄影是一个以“匠心为
本，内容为王”的行业，必
须要有人才和软硬件设
施以及好的商业模式作
为支撑。但近几年婚纱摄
影市场传统商业模式伴
随的商业思维正在瓦解，
我市出现多家影楼跑路，
婚纱摄影消费纠纷也成
为投诉热点。

市场的变化促使众
多的婚纱摄影机构加快
创新，在拍摄水准、经
营模式和营销方式上与
时俱进，比如满足新人
去世界各地的拍摄需

求，与全国各地以及海
外的代拍资源对接；以
互联网模式，整合线下
优秀的摄影机构与资
源，公开代表作、信用
评价等信息，通过微信
的方式与消费者对接；
延伸和扩展服务链条，
以婚纱摄影为切入点，
协会会员间的婚庆、旅
游、酒店、婚纱之间的互
动合作。现在随着新三板
市场的发展以及注册制
度的推行，全国婚庆行业
已产生7家上市企业。婚
纱摄影产业在“互联网+
摄影+金融”模式的推动

下，一定会产生具有特色
的优秀企业和品牌。

葛炜波深信“未来
一切美好的商业，都与工
匠精神与互联网有关”，
宁波市婚庆行业协会将
在宁波市市场监管局、宁
波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
员会支持下尽快制定婚
纱摄影行业规范的格式
合同文本及行业地方标
准，完善行业评优体系，
提升从业者的自身素质，
整个婚纱摄影行业一定
会有光明的未来。

记 者 毛雷君
通讯员 叶建平

建立产业基地 推动新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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