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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由深圳市深圳标准促进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深圳质量保证中心。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李希存、吴伟坚、聂兰军、彭伟君、郭赞强。 

本标准为首次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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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菜示范超市规范管理评价指南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肉菜示范超市评价术语与定义、程序、要求及标准。 

本标准适用于深圳市范围内经营肉菜等食用农产品的连锁超市门店、单体超市、综合性百货公司或

商场内设超市（以下简称超市）。 

2 术语与定义 

下列术语与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2.1 圳品 

符合供深食品团体标准规定，满足供深食品标准体系要求，并且通过供深食品自愿性评价的食品（含

食用农产品）。 

3 评价程序 

3.1 组建考核评价工作组 

每次开展考核评价时，从深圳市农业、检测、标准化等领域专家名单抽取“肉菜示范超市”考核评

价专家，主要由监管部门、标准机构、评价机构、检测机构、食品企业、超市等相关组织机构的5名以

上人员共同组成考核评价工作组。 

3.2 确定评价方式 

评价方式分为书面审核和现场考核。 

3.2.1 书面审核 

书面审核企业申报材料，经初审合格的，安排现场考核。书面审核不合格的，终止评价工作。 

3.2.2 现场考核 

现场考核要选出考核评价工作组组长1名，负责组织开展考核评价工作；记分员1名，负责考核评价

分数的汇总和统计。结合超市申报实际，由考核评价工作组组长对参与示范创建活动的超市安排现场考

核。本着“成熟一个、评价一个、审定一个”的原则，考核评价工作组成员严格对照考核评价标准，采

用查阅资料和现场检查等方式方法，实行实名评价和独立打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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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执行考核评价标准 

超市最后得分取考核评价工作组全体成员打分的平均值。 

3.4 确定考核评价结果 

考核结束，考核评价工作组记分员汇总审核评价表，初步确定合格超市名单。考核评价工作组成员

集体签字确认考核评价结果后，上报合格超市名单至上级主管部门。 

4 评价要求 

考核评价工作组应当严守工作纪律，客观公正，保证考核评价结果真实有效。参加创建活动的超市

应当及时准确提供相关数据、资料等情况，主动配合开展考核评价工作，确保考核评价工作顺利进行。 

 

5 评价标准 

5.1 企业申报资质条件 

5.1.1 销售的所有肉菜应当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近 3 年内未发生过食品安全事故和群体性食品安

全问题事件。 

5.1.2 近 2 年内监督抽检未发现超市因管理不善造成的销售不合格食用农产品问题且食用农产品抽检

合格率较高。 

5.2 企业主体责任落实 

5.2.1 建立完善肉菜等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体系，包括食品或食用农产品的供应商审查、进货查

验记录、日常自查、检验检测、运输及贮存管理、标签标识管理、库存定期清理、超过保质期及不合格

处置、质量安全信息公示等制度，并形成相关规范文件。 

5.2.2 设立食品安全质量管理机构并配备专职/兼职的食品安全管理人员，管理人员应全部经培训考核

合格且接受食品安全专业培训不少于规定学时，现场填写考核问卷也须合格。 

5.2.3 建立完善的质量安全管理体系，规范不合格肉菜管理。建立不合格肉菜控制规范等相应文件，

对不符合质量安全标准的肉菜等食用农产品要及时停止销售并予以销毁；建立投诉处理制度，及时认真

受理和处置消费者投诉，并梳理分析消费者反映的质量安全问题及原因，实施纠正措施。 

5.3 肉菜来源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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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 严格执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范，使用并执行农兽药和污染物等限量指标的标准，严格落实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 
5.3.2 制定、执行严格的肉菜等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和经营过程规范，对优质、精品肉菜制定相

应的标准和规范，内容涵盖生产、加工、采购、贮存、运输、包装、销售和标签等环节。 
5.3.3 从食用农产品供应商采购的，要建立超市鲜活农产品供应商评价指标体系，要自行或委托社会

第三方机构对供应商进行审核，保证供应商符合供应资质要求并具有相应的审核记录。从肉菜等食用农

产品种养殖企业采购的，要对种养殖企业和基地进行审查；从食用农产品批发市场采购的，要对销售者

进行审查，并对肉菜等食用农产品进行检查验收。 
5.3.4 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要求如实记录供应商、种养殖基地、种养殖企业、销售者等供货者信息情况，

保证肉菜具有供货者名称、农产品品种、产地等进货查验信息且记录完整，做到来源可查。 
5.3.5 对于肉类产品，要能够提供《动物检疫合格证明》《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检疫验讫印章、

肉品品质检验合格验讫印章等“两证两章”资料。在售肉菜检讫印章、票证记载的数量要与实际销售数

量一致。 
5.3.6 积极推行“订单农业”“农超对接”“厂超挂钩”“基地+加工企业+超市”等采购模式，有相

关合同或者协议等资料，使蔬菜来自规模农业种植基地的占比较高，生鲜肉来自合法屠宰企业的占比较

高。 

5.4 肉菜销售过程质量安全管理 

5.4.1 按“优质优价”市场机制，突出设立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地理标志食品、圳品等优质精品肉

菜专柜，使有明显标示标注的优质精品肉菜品类数量占全部肉菜品类比例较高。 
5.4.2 销售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地理标志食品等食用农产品应当公开承诺符合认证时的质量安全标

准要求。优质精品肉菜具有符合认证时质量安全标准要求的公开承诺信息，圳品附有专属食品二维码或

产品认证证书等内容。 
5.4.3 按照食用农产品经营过程规范的有关要求，建立超市销售食用农产品质量管理体系。肉菜配备

相应的设施设备进行预冷、分拣、包装。保证低温冷藏、冷冻柜销售设施设备与肉菜品种、数量、温度

相适应并正常运转。现场销售肉菜温度条件达到肉菜贮存温度要求，尽量使用冷藏柜销售叶菜，保证肉

菜等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 
5.4.4 保证销售肉菜环境卫生状况良好。销售肉菜场所应与品种、规模相适应，保证环境整洁、摆放

有序，且采用净菜方式销售。 
5.4.5 包装的食用农产品标识要符合相关要求，散装的食用农产品要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注明名称、

产地、生产日期等信息。 

5.5 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自查工作机制 

5.5.1 依据风险防控计划开展风险分析，对肉菜食用农产品种养殖、采摘、屠宰、包装、运输、销售

等过程进行风险分析。 
5.5.2 建立健全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自查工作机制。依据风险分析，确定自查环节、自查标准、自查

频次和自查方法等内容，建立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自查制度并有自查记录。 
5.5.3 严格按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自行或者委托有资质的食品检验机构对购进的肉菜等食用农产品

进行检测，保证每月开展检测工作，并在销售场所醒目位置公示检测结果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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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信息公示 

5.6.1 要在门店的显著位置公开创建“放心肉菜示范超市”活动的标准和承诺。 
5.6.2 要在门店的显著位置设置意见箱或意见栏，或采用电子化方式开通顾客反映或投诉渠道，对反

馈信息进行及时回复或整改。 
5.6.3 现场公示或可通过二维码在线查询肉菜产品供应商、产地、种养殖企业以及种养殖过程质量安

全管理记录等方面信息。 

5.7 圳品推广 

积极销售推广圳品，突出摆放圳品肉菜专柜且有明显标示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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