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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2023 年长宁区餐饮食品

“互联网＋明厨亮灶”示范店为民办实事项目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科（室）、执法大队、各市场监督管理所：

现将《2023 年长宁区餐饮食品“互联网＋明厨亮灶”示范店

为民办实事项目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上海市长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 年 7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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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长宁区餐饮食品“互联网＋明厨亮灶”
示范店为民办实事项目实施方案

自 2022 年起，市市场监管局牵头将重点餐饮食品“互联网

＋明厨亮灶”示范店工作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根据 2023

年市市场监管局为民办实事项目总体安排，要求全市在今年 10

月底前完成新增 1000 个示范店建设任务，长宁区市场监管局的

目标是在 2022 年 50 个点位的基础上，再新增 50 个示范店，为

确保为民办实事项目各项工作有序推进，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目标

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市

委、市政府对食品安全工作的决策部署，以“四个最严”为根本遵

循，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企业主体责任和属地监管责任，在巩固2022

年建设完成的餐饮食品“互联网＋明厨亮灶”示范店50家建设成

效的基础上，2023 年底前在全区新增50家餐饮食品“互联网＋明

厨亮灶”示范店，并将餐饮服务单位加工经营场所视频监控接入网

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实现网络餐饮在订餐平台公开食品加工过

程，实现食品加工透明化和可视化，提升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水

平，进一步提升市民的获得感、安全感和满意度。

二、重点任务

（一）新增 50 家“互联网＋明厨亮灶”示范店。以主要从

事网络餐饮服务的入网餐饮服务经营者为重点，覆盖重点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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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虹桥古北地区、中山公园等购物商圈为重点区域，选择 50 家

入网餐饮服务经营者在加工经营场所安装视频监控，视频监控安

装要求参照《餐饮服务明厨亮灶工作指导意见》《餐饮业明厨亮

灶技术规范》。全区布点数量结合本区食品安全百千万示范工程

创建工作，在实际布点数量的基础上，也可适量增加配套的布点

数量。

（二）实施“明厨亮灶”视频信息接入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

平台。继续由市局招投标的建设单位（电信西区分公司）统一集

成“互联网＋明厨亮灶”示范店的视频监控信息，并通过美团外

卖、饿了么等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提供技术支持和接口，参

照《餐饮业明厨亮灶技术规范》，我局将新增 50 家入网餐饮服务

经营者加工经营场所视频监控接入平台，实现消费者能清晰看到

食品加工制作过程。平台在每家商户首页显著位置开设“明厨亮

灶”“后厨直播”等标识模块，设置关键词提升消费者查看食品

加工制作过程的便利度。

（三）提升数字化转型 和智慧监管水平。配合市市场监管

局运用上海市餐饮食品安全“互联网+明厨亮灶”智慧监管系统，

接入今年新增 50 家和去年 50 家示范店“互联网+明厨亮灶”实

时视频，实现市场监管部门实时查看、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等

相关工作。鼓励企业积极参与和自建“互联网+明厨亮灶”视频

监控，逐步综合集成企业食品安全信息，推进预警信息管理、监

管信息数字化管理和可视化呈现，提升管理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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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组织架构和职责分工

（一）成立领导小组

成立2023年长宁区新增50家餐饮食品“互联网＋明厨亮灶”

示范店为民办实事项目领导小组，由局长倪佳慧任组长，副局长

赖树生任副组长，食安监管科、食安协调科、注册许可科、各市

场监管所负责人为组员。领导小组负责全面贯彻落实市市场监管

局有关为民办实事项目有关工作部署要求，全面组织协调推进

2023 年新增 50 家餐饮食品“互联网＋明厨亮灶”示范店为民办

实事项目工作任务。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食品安全监管科，并成立专班，

负责落实领导小组布置的具体工作任务和要求，统筹协调推进落

实实事项目各项具体工作。

（二）各部门主要职责

食安监管科是项目的责任部门，负责组织协调和推进落实为

民办实事项目，制定方案，明确工作步骤和时间节点，组织督查

和指导各市场监管所，对接电信施工单位部门，以及项目质量监

督管理。

食安协调科是项目的配合部门，负责通过多种形式，向广大

公众广泛宣传“互联网＋明厨亮灶”工程建设及有关工作动态，

引导食品经营企业和公众参与“互联网＋明厨亮灶”工程建设并

开展社会监督。

注册许可科是项目的配合部门，负责本区餐饮食品经营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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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登记时，引导新设餐饮服务单位配备相关明厨亮灶视频设

备，尤其是网络外卖集中的美食档口类企业加大宣传力度。

各市场所是项目的实施部门，负责本街道镇辖区内选择符合

条件的餐饮单位上报点位，加强与电信西区分公司现场施工对

接，协调相关物业、企业等单位配合完成工作。同时针对 2022

年已完成的示范店，关注其日常明厨亮灶在第三方平台上的展示

情况，发现异常及时督促整改。

四、工作步骤

（一）组织部署阶段（2023 年 7 月）

通过调研走访、座谈交流、现场调查，了解掌握网络餐饮服

务的基本情况，研究确定“互联网＋明厨亮灶”示范店建设的重

点和对象，制定项目实施方案，构建组织架构，开展动员部署等

工作。

（二）具体实施阶段（2023 年 7—9 月）

1．组织发动。各市场所采取专题会、现场会等方式，分别

组织系统内和企业人员开展专题动员培训，部署“互联网＋明厨

亮灶”示范店建设要求，组织发动入网餐饮服务经营者、社会各

界参与“互联网＋明厨亮灶”示范店建设工作。

2．全面推进项目实施工作。以虹桥、周桥、华阳等重点商

圈对示范店全面开展监督检查和指导工作，会同行业协会、主管

部门等，针对相关企业开展集中培训，7 月 31 日前完成 30%以上

单位施工、8 月 30 日前完成 70%的施工任务、9 月 25 日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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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的 50 家“互联网＋明厨亮灶”示范店视频监控和平台对接

上线。

（三）评估总结阶段（2023 年 10—11 月）

各所督促指导已建成的“互联网＋明厨亮灶”示范店规范公

开食品加工过程。食安监管科对完成辖区“互联网＋明厨亮灶”

示范店建设开展检查评估，树立典型示范，为后续进一步加强食

品安全监管“数字化”转型，提升食品安全监管效能奠定基础。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统筹各方资源。“互联网＋明厨亮灶”

示范店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各部门要高度重视，要努力保持与

街镇互动、部门协同、政企合作、社会支持的良好格局，确保各

个环节、各项措施统筹部署、协调推进。各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

合理调配保障资源，明确各方责任，落严落细落实各项措施。各

部门要统筹兼顾，有效兼容、分类实施，充分利用已有的视频监

控设备，避免造成重复浪费。

（二）加大宣传引导，促进消费满意。要通过标语、海报、

报纸、网络、科普宣传站点等多种途径和形式，搭建立体式宣传

的综合平台，加强对餐饮“互联网＋明厨亮灶”实事项目宣传，

引导入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和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自觉自

愿提升食品安全水平，增加食品安全透明度和消费者知情权。同

时积极鼓励社会各界参与监督，不断扩大社会公信力和市场影响

力，优化消费环境，提振网络餐饮消费信心，让消费者看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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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到成效、得到实惠，重点提升消费者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三）优化技术标准，数字赋能安全。要严格按照市局实事

项目建设的统一部署安排、项目建设标准和时间节点，严密组织

实施；要持续发挥“互联网＋明厨亮灶”作用，按照标准覆盖加

工经营场所关键控制点，让公众在订餐平台对加工经营场所卫生

状况实现“一键查看”；要充分借鉴其他区局先进做法，依托大

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信息化管理系统等技术，积极融入到

市场监管数字化试验区建设中，推动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管

的数字化转型。

（四）健全工作机制，按时报送信息。各部门要建立健全综

合协调、指挥督查、常态运营、研究分析等工作机制，按照任务

书、时间表、路线图，挂图作战，逐项落实，确保各障任务按时

完成。各部门要及时报送工作信息，于每月 25 日前向领导小组

办公室上报项目推进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