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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标准编制的背景 

    学校食品安全问题一直牵动社会各界关心，曾多次引发

轩然大波。2018 年 9 月，湖南邵阳发生学生食物中毒事件，

14 名学生需住院治疗；2017 年 5 月，厦门发生多校上百名

小学生食物中毒事件；2015 年 7月，云南一幼儿园发生疑似

食物中毒事件，83 个孩子入院检查治疗；同年 9月，内蒙古

一学校疑似饮用水污染，致 14名学生住院。如此看来,在校

学生“舌尖上的安全”令人忧心。 

    2017 年 2 月，国务院发布《“十三五”国家食品安全规

划的通知》，提出“法律法规标准体系进一步健全”。食品安

全要预防为主。2017 年 4 月，国务院发布《2017 年食品安

全重点工作安排》，提出“要加强食品安全法治建设，完善

食品安全标准”；同年 3 月，教育部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做

好学校食品安全与传染病防控工作的通知》（教体艺厅〔2017〕

3 号），提出要“建立健全校园食品安全管理制度，明确食品

安全管理人员和每个岗位的安全职责”。2018 年 5 月，广东

省人民政府发布了《2018年广东省食品安全重点工作安排的

通知》（粤府〔2018〕21 号），提出要“完善法规标准体系，

修订学校集中用餐食品安全管理规定”。 

    保障学校食品安全不能只靠事后调查、事后补救、事后

重视，更不能在付出健康代价后才意识到问题严重性。食品

安全保障工作要按照十三五规划的食品安全工作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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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为主、风险管理、全程控制、社会共治”。根据每年

媒体披露的学校食物中毒事件以及食品卫生监测报告，我国

校园食品安全风险依然存在，70%以上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发生在学校，食品安全形势依然严峻，校园食品安全仍然风

险重重。不少学校对校园食品安全问题没有引起高度重视，

其中的主要问题有中小学校和幼儿园食堂食品经营不规范，

安全主体责任不明确、监督检查不到位，因此加强校园食品

安全保障建设已迫在眉睫，规范食品安全保障刻不容缓，进

行食品安全保障标准化工作也凸显重要。 

    二、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为更有效地指导越秀区内中小学校、幼儿园及相关单位

开展食品安全保障工作，统一管理标准和安全指标，保证客

观反映区内食品安全的状况，2018 年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和

教育局提出立项的《校园安全标准化建设的项目》，把食品

安全保障活动作为该项目的重点建设和规范化对象，在此基

础制定专项标准。此标准将与《校园环境安全管理标准》及

《校园消防安全防控管理标准》两个标准一起，成为校园安

全标准化建设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越秀区校园安全标

准化建设的急先锋。 

（二）预期的效果及意义 

    本标准作为校园安全系列标准的重点之一，主要落足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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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解决校园食品安全保障工作的规范性和统一性，提升五

防中人防、联防的关键作用，明晰各个职能部门的工作范围

和监督检查的重点难点，特别对食品从校外进入到校园内的

保障管理体系及关键环节保障全流程这两部分进行了详细

的规定和要求，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很多管理混乱的问题，

也为监督检查理清了标准，为校园食品安全保障工作统一了

规范。本标准首次填补了校园食品安全标准的空白，又对已

有的各种食品安全标准和管理办法做了校园范围的大量补

充，给政府和职能部门提供了较多的标准信息和技术支撑，

是建立校园食品安全工作规范性文本的一次重大突破，在提

升校园安全工作中意义非凡，起到了推动食品安全工作向前

迈进的巨大作用。 

   （三）编制过程 

    1.需求分析阶段 

    组建项目团队和标准编制组，会同项目专家和技术人员、

一线专业人员，进行广泛调研、收集以及研究分析标准信息

与文献资料，框定标准范围后形成标准草案框架。尔后，分

别联系多个相关行业单位和职能部门，对收集到的资料信息

进行初级阶段的梳理分析、划分归类，根据草案中的类别提

出本领域所需的数据信息。项目组与编制组工作人员以及相

关行业专家进一步分类、整理、论证并确定需求。 

    2.初稿形成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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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确定的需求，会同项目组专家进行框架搭建工作。

组织相关技术人员及学校有关安全工作的人员对标准初稿

进行初步论证、修改，形成《规范》的初稿和征求意见稿。 

    3.征求意见阶段 

    对《标准》征求意见稿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及两次征求

意见，还将作为团体标准在平台上征求全社会的意见。征求

意见的范围主要包括广州市、区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学校的

事业单位、安全工作联防单位、中小学校、幼儿园等单位共

204 家。征求意见形式包括邮寄函件、电话咨询、召开一线

工作人员征求意见会、网上征求意见、职能部门专题座谈征

求意见等。征求意见后，编制组按照相关单位的反馈意见汇

总处理后，对标准文稿进行了修改、完善。最后，由编制组

形成标准试运行稿和标准发布稿。 

    三、标准的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一）编制原则 

本标准严格按照 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的要求进行编制。编制的主要原

则： 

    1.一致性原则。本标准与现行的国家法律、法规、相关

标准规范保持一致。 

    2. 针对性原则。密切结合我国国情、广州越秀区地区

特点，参考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系统性、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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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地规范校园食品安全保障工作。 

    3.可操作性原则。坚持标准在实施应用方面的可操作性，

以提升校园食品安全保障为主要落脚点，尽可能保证每个指

标都能具体落实。 

   4.先进性原则。在教育领域缺少标准、处于空白的时期，

准确聚焦问题所在，辅以试行，率先解决不足，创立示范标

杆。 

    （二）主要内容 

    《标准》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八个部分：总体要求、保

障机制、关键环节保障、监督检查、安全教育、应急管理、

问责处罚、档案管理等。 

    1.总体要求 

    主要叙述了校园食品安全保障工作要遵循的法律法规

和坚持的原则。 

    2.保障机制 

    该部分主要阐述了包括管理体系、组织保障、制度保障、

设施设备保障、关键环节保障等的重要性规定和要求。 

    3.关键环节保障 

    这一部分是全标准的重点，校园食品的供应链的每一个

环节都有较严格的要求和规定，分别从采购、贮存 、加工、

配送、供餐、留样、追溯等七个环节加以规范，保障服务过

程不出现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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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监督检查 

    这一部分立足于人防、联防的相互协调、相互配合中的

工作的规范和标准的建立，解决学校在开展保障工作中的困

惑，为本标准的不同于其他食品标准的不同点。 

    5.安全教育 

    安全教育从工作开展的角度进行要求，包括了教育应有

的内容、次数与时长。 

    6.应急管理 

    该部分对应急管理提出的要求是要有应急预案和标准

化的突发处置规程，并以简单明了流程图的形式呈现。 

    7.问责处罚 

    这一部分规定了有关违法情形和失职的处罚规定。 

    8.档案管理 

    该部分对校园食品安全保障工作提出了档案管理的要

求及详细的规定。 

四、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的协调性 

截止目前，尚未发现本标准与我国有关的现行法律、法

规和相关强制性标准相冲突。 

五、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和依据 

无。 

   六、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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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标准主要规定了校园内食品安全保障工作的基本要求，

主要为学校、学校的行政主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有关的

卫生健康部门的管理和监督检查提供依据，因此建议主要用

于指导校园内的食品安全保障，防范各种事故和漏洞的发生。 

    七、替代或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