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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食堂“互联网+明厨亮灶”智慧管理 

建设规范》解读 

《学校食堂“互联网+明厨亮灶”智慧管理建设规范》

地方标准已于 2023 年 5 月 8日发布，于 2023年 6月 1 日实

施，现就标准编制背景、适用范围、主要内容和实施意义等

进行解读如下： 

一、标准的编制背景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食品安全战略，让人民吃得

放心”的要求。校园食品安全作为重中之重，社会关注度高、

容忍度低，舆情燃点低、发酵快、影响大。近年来，国家、

省、市市场监管部门联合教育等主管部门陆续发布了一系列

重要法规和文件要求，明确提出针对学校食堂以及学生餐集

体用餐配送单位运用“互联网+明厨亮灶”等信息化手段，

以加强对食品来源、采购、加工制作全过程的监督。 

深圳市作为全省首个“广东食品安全示范城市”、近期

获评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称号，自 2018 年起在全

国率先实施食品安全战略、全面推行“阳光智慧”餐饮食品

安全工程，已完成 10 个辖区内 200 平米以上餐饮单位和学

校食堂的“明厨亮灶”视频监控布点并将数据信息接入市场

监管部门智能管控中心，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从业人员规范

操作的自律性。 

但经过近四年的发展和建设，原建设标准已无法满足运

用“互联网+”解决学校食品安全监管的更高要求，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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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缺乏对从业人员管理、食品加工过程管理、自查上报、监

督抽检等食品安全全过程监控和风险防控功能。 

同时，由于“互联网+明厨亮灶”建设需要持续更新和

维护，而当前我市尚无统一的建设标准，亟需“以标准促提

升”“以标准推广”，便于各级各类学校对照建设标准、避

免走不合规建设的“弯路”。 

二、标准的适用范围 

适用于指导深圳市学校食堂（包括普通高等学校、职业

学校、技工院校、普通中等学校、小学、特殊教育学校、托

幼机构食堂等）以及学生餐集体用餐配送单位落实“互联网

+明厨亮灶”智慧管理信息系统的建设。 

三、标准的主要内容 

分为六章，分别是：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

义、总体要求、信息系统建设要求、信息系统管理要求和附

录。其中总体要求、建设要求和管理要求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 明确了信息系统的应用端应包括供餐端、监管端、

就餐端等，并同步建设相应的移动客户端；应结合相关规定

和标准实现视频监控、AI视频智能分析、视频远程共享、数

据统计分析等应用功能，并能以多种方式面向多类别用户远

程展示，以达到多方参与、共治共享的管理效果。 

(二) 明确了供餐端建设应包括明厨亮灶视频监控、食堂

信息公示、从业人员健康管理、食材采购溯源管理、过程智

慧管理、食品安全风险防控以及食品安全制度和记录等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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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以及各功能应满足的要求。 

(三) 明确了监管端建设应包括可视化监管、明厨亮灶监

管、AI视频智能分析、校园食安地图、移动巡检、数据统计

分析等功能；并明确了各建设功能应满足的要求。 

(四) 明确了监管平台的联网要求、数据接口要求和安全

建设要求，应能与深圳市相关部门进行视频对接和视频推

送，实现“云上监管”要求，并能在安全等级和其他安全防

护方面做好防护措施，保证网络和数据的安全。 

(五) 明确了学校食堂和集体配餐单位“互联网+明厨亮

灶”智慧管理在培训、运营及售后服务等方面的标准和要求。 

四、标准的实施意义 

深圳市作为先行先试、全面建设学校食堂“互联网+明

厨亮灶”的示范区，继续深化构建先进的标准体系，推进先

进信息化技术的应用，采用最严格、智能的信息化管理全面

推行学校食堂“互联网+明厨亮灶”的升级完善，对我市探

索推行校园食品安全智慧管理、创新“云上监管”、全面保

障全市在校师生的食品安全和风险防控，具有积极的作用和

意义。 

本标准将通过深化对标最新法律法规和监管的要求，采

用最先进的云计算、物联网、AI智能分析、大数据等技术相

结合，通过物联智能分析的应用，帮助学校食品安全从业人

员掌握操作规范和风险防控能力，对学校食堂每日原材料采

购储存、加工过程、人员操作规范、环境卫生、日常自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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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信息公示等全链条实现智慧管理，对各级各类学校

和集体配餐单位实现“规范化、智慧化、动态化、公开化”

的全过程智慧管理和风险防控，提高信息化创新应用水平，

全面提升校园食品安全风险防范水平，有力推进全面落实校

园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同时，本标准解决了深圳市当前迫切需要的学校食堂和

集体配餐单位食品安全“互联网+明厨亮灶”智慧管理平台

的技术和服务规范，为学校食品安全全过程智慧管理提供一

种标准的信息化“语言”和建设指导，填补国内有关标准空

白；还可帮助建立全链条、全区域的大数据分析和全民共治

服务，深化我市学校食品安全管理的科技创新和融合水平，

为政府及监管部门、教育主管部门、各级各类学校和食品经

营主体提供数据支撑，具有显著的创新服务优势和可持续发

展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