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绍兴市地方标准《校园食品安全智慧化建

设与管理规范》编制说明

一、项目背景

1.项目现状

（1）打造校园食安智治模式，系统谋划推进。近年

来，绍兴市持续推动校园食品安全治理数字化转型，首

创“智能阳光厨房”系统和校园食品安全“云守护平台”。

今年以来，深刻领会省、市数字化改革大会精神，以省、

市民生实事项目建设为契机，聚焦“校园食品一件事”，

运用系统思维，统筹谋划，加快推进，实现全市 600 余

家学校整体应用，全面构建校园食品“全周期管控、全

链条贯通、全过程防控、全社会共治和全方位应用”的

整体智治模式。

（2）重构校园食安智治体系，实现流程再造。坚持

以数字化思维，审视流程，提练经验，重构体系，推动

“场景开发与制度变革”双轮驱动。制订发布全国首个

《校园食品安全数字化台帐管理规范（试行）》，拟订

试行《校园食品安全风险预警和风险分类监管机制》，

编制《校园食品安全智治工作指南》，制定实施《学校

食堂现场管理提升实施指南》，推动“智治应用和现场

提升”双管齐下。

（3）固化校园食安智治成果，标准引领推广。“智

能阳光厨房”系统和校园食品安全“云守护平台”均属全

国首创，先后获得全国市场监管餐饮安全治理创新奖，



2020 年度全省市场监管改革创新奖，2021 年绍兴市政府

改革创新案例，全省校园食品安全守护行动现场会议在我

市召开，并举办了首次校园食品安全技术成果展览，获得

高度评价，目前不少省内外城市到我市考察取经。当前，

亟待通过制定校园食品数字化标准，固化成果经验，统一

建设管理规范，为全省乃至全国校园食品安全数字化治理

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绍兴经验”。

2、国内外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情况

（1）国内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情况

GB 31654-20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餐饮服务通用

卫生规范》是规定餐饮服务卫生要求的强制性国家标准，

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充分考虑国家有关强制性标准以

及法律法规要求，在满足该标准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智

慧化建设和管理相关要求。

GB/T 36342-2018《智慧校园总体框架》是校园数字

化建设的一个纲领性标准，主要规定了智慧校园的系统

架构的部署和具体描述。本标准的系统架构参照该标准

进行搭建，并根据校园食品安全智慧化建设的实际情况

进行了调整。

DB3301/T 0331-2021《餐饮食品安全数字化管理规

范》是杭州市地方标准，主要规定了餐饮单位在数字化

建设和管理上的要求，包括系统架构，系统功能和管理



要求，本标准主要框架参考该标准，并在该标准的基础

上强化了校园食品安全的管理，加入了绍兴市校园食品

安全智慧化建设和管理的特殊要求。

DB3306/T 028-2020《校园食材配送管理和服务规

范》是绍兴市地方标准，主要对校园食材配送企业的服

务流程和要求提出了具体的规定，本标准对送餐单位的

服务要求引用了该标准。

（2）国外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情况

本标准未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也未搜集

到国外关于校园食品安全智慧化建设与管理相关的法律

法规。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本标准由绍兴市教育局提出，经绍兴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组织评估论证后予以立项，项目名称：《校园食品

安全智治场景应用规范》。

2、协助单位

（1）起草单位

绍兴市市场监管学会、绍兴市教育局、绍兴市食品

药品检验研究院、嵊州市教育体育局、新昌县市场监督

管理局、新昌县教育体育局、杭州尚量标准化管理技术

咨询有限公司、杭州祐全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主要起草人

周峰、俞超华、罗立新、曹兴发、傅冰、赵一梦、章

叶奇、杨德兴、郭昊、许维炜、楼晓、郑宏弟。

3、主要工作过程

绍兴市地方标准《校园食品安全智治场景应用规范》

由绍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21 年予以立项，具体制定

过程如下：

（1） 前期调研及准备：2020年 11月-2021年 3月，

绍兴市教育局牵头成立了标准工作小组，对绍兴市各地

区校园食品安全智慧化建设工作情况进行全面调研，收

集国内外相关资料，完成标准草案、项目建议表等立项

申报资料。

（2） 立项论证：2021 年 4 月，绍兴市教育局向绍

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制定地方标准立项建议，由绍

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召开标准立项论证会，对《校

园食品安全智治场景应用规范》进行了评估论证，与会

专家一致认为制定此标准十分必要，通过了立项建议，

并对标准名称提出了修改建议，标准名称改为《校园食

品安全智慧化建设与管理规范》。

（3） 标准起草：2021 年 4 月-5 月，起草标准，研

制编制说明，讨论修改、完善，形成标准草案；

（4） 征求意见：2021 年 6 月 4 日-7 月 5 日通过线



上+线下的方式开展意见征求，共发送征求意见单位 12

家，回函 12 家；提出意见 5 家，意见 9 条；采纳意见 7

条，未采纳意见 2 条。征求意见情况见下表：



绍兴市地方标准征求意见汇总表

章条

编号

专 家 意 见 提出单位或
个人姓名

修改情况(采
纳/不采纳) 不采纳理由

原 稿 改 为

3 术语和定义

要增加术语和定义如：

1.食品安全管理员

2.食材配送企业

3.集体用餐配送单位

4.食品安全视频直播

5.智能配送

6.第三方

7.主管部门
绍兴市餐饮

业和烹饪协

会

采纳

5.1.3.2 食品安全培训
增加对食品安全管理员的

专业培训
不采纳

与数字化建设和管理

无相关性

5.6.1.7

连续二月度以上红

码：地市局现场暗访

督查、省局委托第三

方非现场监管。

连续二月度以上红码：省、

市市场监管部门或委托第

三方现场暗访督查和非现

场监管

不采纳 该部分已删除

5.7.3 家委代表和第三方公 家委会代表和第三方 修改采纳 改为：家委代表和第



司 三方专业机构

5.7.5 主管或委托部门 主管部门 采纳

5.1.2.1.1

食品安全管理员在手

机 APP 端、电脑端收

到违规行为抓拍示警

信息，应即时确认，

并在 5分钟内落实整

改。

抓拍违规行为 5分钟内整

改要求比较高，可能难以

做到，建议取消
绍兴市一禾

餐饮管理有

限公司

采纳

5.3.1.5

校外供餐配送人员到

达配送点位后，应通

过人脸识别或指纹识

别，确认配送人员身

份识别和健康证明情

况

“食材配送管理中，校外

供餐配送人员到达配送点

后”表述有误，应为食材

配送人员

绍兴快宜点

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
采纳

5.1.2.2.1

学校食品安全管理员

在收到等警报信息

后，应及时确认，并

于 8 小时内整改落

实。

“紫外线灯异常整改落实

时间 8小时”修改为：应

及时确认后整改落实

绍兴蕺山外

国语学校
采纳

5.1.3.2.1
学校食品安全负责人

员、50岁以下的其他
建议修改学习方式 阳明中学 采纳



食堂从业人员，每月

在手机端应用学习２

小时以上动漫视频，

并测试考核，暑期期

间除外。

- - 无意见
绍兴市标准

化协会

- - 无意见

绍兴越淘网

络技术有限

公司

- - 无意见
绍兴市永和

高级中学

- - 无意见
绍兴市稽山

中学

- - 无意见
绍兴市中等

专业学校

- - 无意见

绍兴市晨禾

餐饮管理服

务有限公司

- - 无意见
绍兴市卫生

健康委员会



（5） 标准送审：2021 年 7 月 26 日，根据反馈的意

见对标准和编制说明进行修改，形成标准送审稿。

（6） 标准审评：2021 年 7 月 30 日，在绍兴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召开由标准评审会，专家组听取并查阅了标

准工作组关于标准的编制背景和目的、标准的内容和编

制过程等材料，经过专家质询和评审，专家组一致同意

通过评审。同时与会专家对标准进一步修改和完善的意

见建议如下：

1．术语和定义删除 3.2 和 3.3，增加 GB/T 36342

引用标准；

2．总体框架的社会监督端增加师生代表；

3．基础感知层、应用平台层和应用终端增加概述；

4．“应用要求”改为“智慧化管理要求”；

5.删除台账的具体要求。

标准报批：2021 年 8 月 1 日-12 日，标准工作组根

据评审会上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对标准送审稿进行了修

改，形成了标准报批稿，并经标准评审专家组确认后，

申请报批。

二、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的依据

1、标准编制原则

（1）合理参照国家政策及行业标准，注重一致性和统一



性

标准规范性引用文件及各条款内容应与国家及行业

现行政策、法规、规划、标准、意见中的规定和要求相

一致和相协调。能参考国家政策要求、国家标准或行业

标准的，尽量等同引用。

（2）坚持需求导向

紧紧围绕校园食品安全智慧化发展现实需要，找准

改革方向，采取有效措施，加快实现校园食品安的全周

期管控、全链条贯通、全过程防控、全社会共治、全方

位应用数字化治理模式。

（3）注重统一与协调

针对不同规模的学校以及基础条件，提出不同的建

设要求，在满足基本软硬件配置情况下，进行差异化建

设。

2、标准主要内容及依据

标准主要内容及依据见下表：

DB3306/T XXX-XXXX

校园食品安全智慧化建设与管理

规范

标准的主要内容来源

标准整体框架

基于 GB∕T 36342-2018《智慧校园总体框架》，参

考 DB3301/T 0331-2021《餐饮食品安全数字化管理

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参考 GB∕T 36342-2018《智慧校园总体框架》和

DB3301/T 0331-2021《餐饮食品安全数字化管理规

范》



4 缩略语 参考 GB∕T 36342-2018《智慧校园总体框架》

5 系统架

构

总体框架

参考 GB/T 36342-2018《智慧校园总体框架》

基础感知层

支撑平台层

应用平台层

应用终端

信息安全体系

6 智慧化

管理要求

学校食堂 参考《食品安全综合治理数字化协同应用 应用场

景汇编》中“校园食品安全智治应用场景描述”和

“阳光厨房应用场景描述”以及《关于在全市学校

推行食品安全数字化台账管理的通知》绍市监管

【2020】98 号

校外集体供餐单位

食材配送管理

校园超市

综合业务管理 基于绍兴市校园食品安全云守护平台功能并结合

绍兴市实际使用需求进行管理。信用监管

社会共

同治理

校园食品

安全公示 参考《食品安全综合治理数字化协同应用 应用场

景汇编》中“校园食品安全智治应用场景描述”社会力量

治理

“一校四

员”周边

食品安全

治理

参考《绍兴市学校周边食品安全“一校四员”综合

治理实施意见》

三、试验验证分析报告、相关技术和经济影响论证

无。

四、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无。

五、预期的社会经济效益及贯彻实施标准的要求、措施

建议

1、预期社会效益

通过制定《校园食品安全智慧化建设与管理规范》，

可从总体架构、主体管理、智慧共治等方面规范我市各



区县校园食品安全智慧化建设和管理工作，能鼓励和带

动我市校园食品安全综合治理数字化改革向更高层次、

更高水平发展。本项目的预期效果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

方面：

1、为全市各区县校园食品安全智慧化建设和管理提

供标准指引，为全省推广校园食品安全综合治理数字化

改革提供“绍兴样本”；

2、促进全市各区县建立统一有效的校园食品安全云

守护平台，规范校园食品安全综合治理全链条全环节，

实现对校园食品安全的风险预防、精密智控和智慧共治，

全面提高校园食品安全数字化综合治理能力，从而增强

保障学生的健康安全。

2、贯彻实施标准的要求、措施建议

本标准由市和区、县级教育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实施。

本标准的监督实施要求强调在任何情况下，校园食

品安全智慧化建设和管理应遵守本标准规定的要求，配

置人员和设备，并正常运行和定期抽查。各级监管部门

进行监督性检查时，可以现场即时监测结果，作为判定

是否符合标准以及实施相关管理措施的依据。

六、涉及专利的有关问题

无。

八、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无。

《校园食品安全智慧化建设与管理规范》标准工作组

2021 年 08 月 1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