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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食品安全追溯和智慧监管平台工作规范》(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和目的意义

（一）任务来源

《互联网+食品安全追溯和智慧监管平台工作规范》经柳州市商务局提出，由《关于推

动柳州螺蛳粉全产业链标准体系建设的实施方案》柳办发〔2021]23 号下达，由柳州职业技

术学院承担标准编制任务。

（二）目的意义

2022 年 4 月 15 日,自治区人民政府召开 2022 年自治区食品安全委员会全体(扩大)电

视电话会议,会议宣读了广西食品安全示范城市(示范县)命名文件并向部分代表授牌。柳州

市、柳城县、鹿寨县分别获命名为“广西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和“广西食品安全示范县”,

美丽龙城再添金字招牌! 创建食品安全示范城市是党中央、国务院,自治区党委政府的重大

战略部署,也是柳州市委、市政府做好食品安全工作的重要抓手。近年来,柳州市以全域共

创、全民共建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为统领,充分发挥全市各相关部门开展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创

建与逐步推进示范县创建的“叠加”优势,突出问题导向,坚持创新驱动,强化责任落实、难

点攻坚和社会共治,不断提高综合治理能力,食品安全保障水平明显提升。食品安全状况总

体稳定向好 2021 年食品抽检量超过 5.5 份/千人,农产品质量安全定量监测评价性抽检合格

率达到 99.39%,食品评价性抽检合格率达 98.04%,不合格产品全部依法处置。食品安全问题

整治成效明显，2021 年查处食品安全违法案件 2071 件,案值 463 万元,处罚没款 619.74 万

元,移送公安机关 10 起。其中,案件数比上年度同期增长 58.58%。柳州作为国民美食螺蛳粉

的发源地吸引着世界的目光，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工业基因与美食文化深度结合，预包

装螺蛳粉也正在成为这座城市新的经济增长点。根据调查，国家尚未有关于互联网+食品安

全追溯和智慧监管平台的相关标准发布；为力争使标准化有效保护柳州螺蛳粉质量安全及

地方特色风味，推动柳州螺蛳粉全产业链高质量融合发展，实现柳州螺蛳粉产业转型升级

和品牌升级，柳州市从 2016 年开始制定并实施柳州螺蛳粉地方标准，大力开展制定柳州螺

蛳粉各项标准，如：《预包装柳州螺蛳粉生产规范》、《预包装螺蛳粉生产企业计量器具

配备和管理要求》团体标准、《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柳州螺蛳粉》等，但关于互联网+食品

安全追溯和智慧监管平台工作规范的有关标准，目前在国家、行业、地方层级上均尚未有

发布。

为了更好地实现柳州螺蛳粉电子化的商务活动，规范市场监督。为了保障电子商务的

良性发展，更好发挥柳州螺蛳粉产业对当地经济的带动作用，实现互联网+食品安全追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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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监管平台规范化和信息化管理，进而推进柳州螺蛳粉产业标准化、品牌化高质量发展。

广西柳州螺蛳粉相关标准制修订工作，将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和布局，充分发挥标准

技术支撑作用，加快柳州螺蛳粉关键环节、关键领域的标准研制应用，发挥关键技术标准

在产业协同、技术协作中的纽带和驱动作用，促进产业链上下游标准有效衔接，提升产业

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因此，有必要在现行各类标准基础上，针对互联网+食品安全追溯和

智慧监管平台工作规范制定相关标准，达到引导、规范市场的目的，促进柳州螺蛳粉产业

健康可持续发展。

二、编制工作简介

（一）成立标准编制小组

标准修制订任务下达后，为确保标准编制起草的顺利进行，承担标准起草的牵头单位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成立了标准编制工作领导小组，并组建标准编制起草工作组。工作领导

小组由柳州职业技术学院、柳州市质量检验检测研究中心、柳州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柳

州市场监督管理局的主要领导组成。标准编制起草工作组由柳州职业技术学院柳州螺蛳粉

产业学院和电子信息工程学院的骨干教师总体负责，由柳州市互联网协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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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代表担任技术指导。

表 1 标准主要起草人员及任务分工

成员 承担任务

蒙飚 主持标准全面工作，负责组织编制标准初稿、编制说明，审核上报。

余剑 主要参与起草、调研、完善、协调，征求意见及汇总、修改。

刘胜建 参与起草、调研、完善、协调，征求意见及汇总与修改

何福玲 参与起草、调研、完善、协调，征求意见

杨润程 参与起草、调研、完善、协调，征求意见及汇总修改

陈 芳 项目推进，协调管理，征求意见及汇总修改

韦柳钰 资料收集，文本修订，项目协调

钱孝勇 参与起草、试验验证、料收集，修改

梁景远 基地生产、试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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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地调查和收集数据

为深入了解互联网+食品安全追溯和智慧监管平台工作规范，标准编制起草小组成员分

别走访柳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柳州市大、中、小型食品生产企业和线上平台，了解柳州市

场监督管理局对互联网+食品安全追溯和智慧监管平台工作要求，并深入食品安全主管部门

和信息技术企业实地调研，探讨互联网+食品安全追溯和智慧监管平台建设过程中在各层面

的要求，包括：人员要求、运行维护要求、应急预案要求、管理制度要求等。利用座谈研

讨会、参观走访、验证检测等多种方式，对各食品安全管理规定和技术平台等指标的对比，

为标准制定夯实坚实的理论基础。

编制小组在总结了前期工作经验基础上，积极开展调研、收集资料等工作。经多次调

研和查阅相关文献资料，收集了大量数据，为制订本标准打下了坚实基础。

编制单位通过委托广西壮族自治区标准研究院进行查新，未见有相同的标准文件。

（三）编制起草

整理所收集的资料、分析并确定标准内容、指标，并按照标准编写规范和要求，起草

标准初稿和编制说明初稿，经反复修改形成讨论稿，经多次讨论后，形成标准文本和编制

说明的征求意见稿。

三、标准主要内容和依据

标准严格按照 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

技术要求进行编制起草，编制说明按国家技术监督局“国家标准管理办法”第三章第十六

条的基本要求而编写。

本征求意见稿草案参考了 NY/T 1761-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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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技查新报告及国内公开发表的

文献资料基础上，结合柳州市内食品生产企业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广西食

品安全追溯和智慧监管平台项目采购要求，确定了互联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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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运行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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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义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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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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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人员要求

--人员配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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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能力要求

（三）平台运行要求

--硬件要求

--软件要求

--数据要求

--网络要求

（四）追溯与智慧监管平台工作要求

--基本要求

--线上巡检要求

--线下检查要求

--通知公告要求

--汇总统计要求

（五）制定应急预案

--预案演练

--问题处理

（六）管理制度要求

--培训要求

--硬件管理制度

--软件监管制度

--工作考核管理制度

四、预期效果

本标准遵循编制程序，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结合起草单位和起草小组的研究成

果和技术，对相关的指标进行试验验证，标准的内容能正确反映互联网+食品安全追溯和智

慧监管平台工作规范要求，具有科学性、先进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标准实施后，可促

使我市互联网+食品安全追溯和智慧监管平台管理工作，向规范化、标准化方向发展。

五、与现行法律法规和有关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编制的依据为国家现行的法律、法规以及国家行业等标准，并与这些文件的规

定相一致。

六、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的情况

本标准未采用国际标准的内容，国内没有与本标准相同的标准。

七、贯彻标准的措施和建议

为贯彻落实标准要求，建议联合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开展标准化试点示范和宣传工作，

传播标准化理念，推广标准化经验，推动全社会运用标准化方式组织生产、经营、管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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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发挥标准对促进转型升级、引领创新驱动的支撑作用。

八、自我承诺

本标准内容与各项指标不低于国家强制性标准、推荐性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

《互联网+食品安全追溯和智慧监管平台工作规范》标准编制小组

2022 年 5 月 1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