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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柳州市商务局提出。

本文件由由柳州市螺蛳粉协会归口、宣贯。

本文件起草单位：柳州职业技术学院、柳州市互联网协会、广西双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广西禾美

生态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蒙飚、余剑、刘胜建、罗胤、曾大成、蒋小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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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食品安全追溯和监管平台工作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互联网+食品安全追溯与智慧监管平台操作的术语和定义、人员配备要求、运行维护

要求、追溯与智慧监管平台工作要求、应急预案制定、管理制度建设。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NY/T 1761 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操作规程 通则

DB22/T 3218—2021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互联网+食品安全追溯与智慧监管平台

通过先进的信息化技术手段，具备食品安全相关信息记录、查询、追溯、监管、处理与综合分析利

用等功能的，用于落实追溯主体责任和食品质量安全监管的信息系统集合。

互联网+食品安全追溯与监管平台工作规范

为保证互联网+食品安全追溯与监管平台正常运行应具备的基础条件和行为。

4 人员要求

人员配备要求

各级平台应指定一个部门进行管理，并配备满足运维要求的一定数量的操作人员。

人员能力要求

各级平台操作人员应具备相应的计算机及相关专业知识或技术能力，并经培训合格。

5 平台运行要求

硬件要求

各级平台应保证硬件设备运行状态完好，对服务器、存储、网络等主要设备应进行日常的运行状态

监控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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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要求

应对各级软件定期进行系统升级、备份和打补丁，建立具有适应性的运行环境。不应依赖某一型号

和固定版本的设备或软件，提高软件的可维护性。

数据要求

应实现对各级平台相关数据的统一管理，对采集和交换的数据及时存储和更新，并进行逐级归类、

分析、汇总,保持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有效性。

网络要求

各级平台应互联互通，从网络连通性、网络性能、网络监控管理三个方面对追溯管理平台进行运维

管理。

6 追溯与智慧监管平台工作要求

基本要求

为保障检查过程、检查材料和检查结果处理规范化控制，确保工作平台具备校验和记录关键数据录

入、修改和删除的功能，实现全程留痕，责任可追溯。具体工作要求可参考NY/T 1761和DB22/T 3218

—2021相关要求。

线上巡检要求

监管人员对食品经营者动态采集上报的凭证信息、市场开办方检查信息、异常凭证信息、重点监测

品种检查信息、快检不合格信息进行综合查询。可根据辖区监管权限进行控制，对所属辖区的监管主体

类型进行分类巡查，及时发现疑似问题，提供线上问题商户定位，线下靶向监管的巡查模式。

线下检查要求

监管人员在外出检查时，可通过图片、视频等采集方式完成相应执法任务，对现场的监管信息进行

采集，同时上传至平台后台。

通知公告要求

利用平台通报下发功能，按区域、下发人员类型、企业类型选择性的进行通报及公告的信息发布，

对重要的食品安全信息通知、公告、公文等消息进行编辑、管理及下发，移动应用信息接收者可覆盖：

监管人员、市场管理人员、企业个体经营者；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或经相应程序批准

后不予公开的，抽查计划、抽查任务、 抽查事项、抽查结果应在规定时限内向社会公开。

汇总统计要求

监管人员对辖区整体的食品经营环境进行多维度的综合分析和利用，通过建立丰富的数据统计指标

（包括备案主体数、经营者数、西悉尼完备性、采购重量、销售重量、检验合格率、检验记录数、上报

及时性、连续性等），从企业、时间、品类、区域、产地等几个维度进行统计，最终得到同比、环比、

趋势、区域分布、排名等分析结果，帮助市场监管部门快速掌握当前的经营环境以及趋势，并制定出更

符合市场实际需求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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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制定应急预案

预案演练

建立应急处置保障追溯和召回体系，并联合公安、疾控、卫生等其他部门应急联动的应急指挥系统

对接演练。

问题处理

如发现食品质量安全问题，应依据追溯信息，迅速界定产品涉及范围和所处环节，确定质量安全问

题发生时间、地点、环节、原因和责任主体，为问题的处理提供依据。

8 管理制度要求

培训要求

为了确保平台的正常运行，应针对各级平台不同监管人员设计开发简洁实用的培训手册和课件，建

立集中培训和操作考核制度，实现熟练规范操作使用。通过对监管人员进行工作规范培训，发挥互联网

+食品安全追溯和智慧监管平台的应用效率。培训工作的开展，要达到如下要求：

a) 监管人员要熟练掌握对多系统跨部门协同管、理和运行机制的方法；

b) 监管人员要熟练掌握系统各项功能的操作方法；

c) 监管人员要掌握网络安全基本知识，建立网络安全意识；

d) 监管人员要掌握智能化系统相关设备的日常维护。

硬件管理制度

各级平台应建立并实施主要硬件设备使用情况的跟踪、监管和维护制度，对设备的调换、拆卸、维

修、更换、报废等及时登记备案。

软件监管制度

各级平台应建立并实施软件系统的日常运维监管制度，确保追溯管理平台各类应用和业务功能的正

常开展。软件应包括操作系统、数据库、中间件等基础软件和直接提供服务或业务的应用软件。

工作考核管理制度

制订详细的考核指标，按月、季、年对各个流通节点及区县监管部门进行考核和评估，考核追溯体

系工作状况、食品安全和追溯链条合成等情况，并进行考核结果的横向比较和纵向分析。

a) 工作考核管根据线下具体各级各层单位考核指标要求，建立线上考核指标表的具体各项考核

项目考核内容、评价指标等参数；

b) 根据考核要求定期线上发布考核工作，统一在线进行考核评估打分评价；

c) 根据考核结果，生成汇总统计，形成考核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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