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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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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山市深中标准质量研究中心、咀香园健康食品（中山）有限公司、中山市工业

和信息化局、中山洪力健康食品产业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山市食品学会、创味舌尖冻干食品科技（中山）

有限公司、中山华之农神湾菠萝技术研究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延杰、黄欣昊、胡志高、陈伟亮、张逸、陈淑曲、普昕瑞、郑萍、龚启宙、

陈美诗、欧颖欣、魏静琼、叶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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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工业旅游景区（点）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食品工业旅游景区（点）的术语和定义、原则、基本要求、服务要求、服务场所、服

务人员、安全、环境卫生、服务评价与改进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开展食品工业旅游服务的景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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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10001.1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1部分：通用符号

GB/T 10001.2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2部分：旅游休闲符号

GB/T 15566.1 公共信息导向系统 设置原则与要求 第1部分：总则

GB/T 16868 商品经营服务质量管理规范

GB/T 18973 旅游厕所质量要求与评定

GB 3165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餐饮服务通用卫生规范

GB/T 36738 工业旅游景区服务指南

GB 37487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规范

GB 37488 公共场所卫生指标及限值要求

GB 55019 建筑与市政工程无障碍通用规范

LB/T 011 旅游景区游客中心设置与服务规范

LB/T 014 旅游景区讲解服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T 36738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食品工业旅游 food industrialtourism

以食品企业、食品工业展示区域、食品工业历史遗迹以及反映食品产业发展重大事件、体现食品工

业技术成果、弘扬食品生产工匠精神的特色工程和项目为主要吸引物的有形资产或无形资产，开展参观、

游览、体验、购物等活动的旅游。

3.2

食品工业旅游景区（点） food industrialtourism scenicarea

具有参观、游览、体验、教育、休闲、购物、会展等功能，并提供相应旅游服务设施，开展食品工

业旅游活动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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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原则

4.1 食品工业旅游项目应彰显自身特色和品牌效应，反映食品工业生产、人文历史等独特主题，内容

明确，关联度高。

4.2 食品工业旅游项目开发设计应充分考虑顾客在舒适性、方便性、安全性、及时性、美观性、经济

性、信息可获得性等方面的需求。

4.3 应对具有人文历史价值的建筑物、工业遗存等采取相应保护措施。

5 基本要求

5.1 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标准，注意保护知识产权和商业机密，具有良好的社会形象。

5.2 应充分考虑游客的需求，尊重游客的民族习惯和宗教信仰，维护游客的合法权益。

5.3 应制定经营管理制度和服务规范，有相应的经营管理机构和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实行岗位责任制。

5.4 开放时间应相对固定，全程参观时长不少于 30 分钟。

5.5 应合理布局游览场所，应设有停车区、接待区、参观通道、游览展示区、互动体验区、休憩设施

和配套设施等，宜设有智慧旅游设施等。景区（点）内应划分吸烟区与非吸烟区，标识清晰。

5.6 游览路线应设计合理，提供无障碍通行设施等，实现全游览路线无障碍。无障碍通行设施应符合

GB 55019 的规定。

6 服务要求

6.1 信息发布

6.1.1 应在相关媒体、景区（点）现场等为公众提供景点信息查询渠道。

6.1.2 景区(点)有重大时间、重大事项等调整时，应及时通过官方渠道发布。

6.1.3 应公示营业时间、咨询电话、投诉电话等信息。

6.1.4 宜在企业的宣传中纳入食品工业旅游的相关信息。

6.2 接待及咨询

6.2.1 应包括游客中心接待、电话咨询、网络咨询等服务，告知游览路线、安全注意事项等。

6.2.2 应设定游客最大承载量并对外公布，并根据景区（点）承载量合理控制游客数量，在客流高峰

期合理安排流量和流向，及时进行客流疏导。

6.2.3 对预定的游客，应根据游客的计划行程做好相关的接待工作。

6.2.4 应为老、幼、伤、残、孕等特殊人群提供专项服务。

6.3 参观展示服务

6.3.1 食品工业旅游景区（点）参观内容丰富，特色鲜明，体现食品工业生产、食品科技成果、食品

工艺流程、食品工艺文化等特色食品工业知识。

6.3.2 提供食品实物、食品生产工艺流程、厂景厂貌、科技成果、发展历史等展示内容，展示内容宜

不少于 3 种。

6.4 讲解服务

6.4.1 讲解服务应符合 LB/T 014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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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 讲解服务包括人员讲解或电子语音讲解。讲解内容应与景区（点）展示内容一致，以科学性和

真实性为原则。

6.4.3 讲解员应掌握食品生产工艺流程、技术特点和产品特征等知识，应熟悉景区（点）的布局和游

览线路，熟悉景区（点）背景，了解产业特点，应有规范讲解词，具备相应的讲解技能。

6.4.4 讲解员应口齿清楚，讲解准确。讲解时应首选普通话，也可根据游客的需要提供方言或外语讲

解。

6.5 购物服务

6.5.1 购物环境良好，无围追兜售、强买强卖现象，宜提供多种支付交易方式。

6.5.2 应提供与景区（点）主题相关联的商品，售卖的商品应安全卫生。

6.5.3 应亮照经营、明码标价，可提供寄递服务。

6.5.4 服务质量应符合 GB/T 16868 的规定，购物服务人员应文明礼貌，应根据游客需要提供购物建议。

6.6 体验服务

6.6.1 应明示体验项目的注意事项、人数限量、流程说明等。

6.6.2 涉及非遗的景区（点）可根据景区（点）实际情况向游客展示非遗技艺。

6.6.3 宜提供参与制作地方特色食品、亲手操作非遗技艺等具有互动性、可参与性的体验项目。

6.7 餐饮服务

6.7.1 宜在景区（点）内提供餐饮服务，餐饮服务单位应持证合法经营。

6.7.2 餐饮服务过程的卫生要求应符合 GB 31654 的规定。

6.8 公益性服务

6.8.1 应配合相关部门或社会组织开展公益性活动。

6.8.2 宜设立公众免费开放日。

7 服务场所

7.1 标识

7.1.1 景区（点）内应按 GB/T 15566.1 的规定设置导向标识和位置标识，包括指示牌、景区（点）说

明牌等设施，指明景区（点）入口、出口、接待区、停车区、餐饮区、卫生间等。

7.1.2 景区（点）的标识应布局合理，印刷清晰，指示明确，有连续性。

7.1.3 景区（点）的公共信息图形标识应符合 GB/T 10001.1 和 GB/T 10001.2 的规定。

7.1.4 景区（点）宜设置食品工业产品、历史、文化类标识牌或简介，布局应合理，内容宜中外文结

合，简明易懂、无错别字、无歧义。

7.1.5 如有涉及可能发生危险的区域，应有规范、醒目的安全警示标识。

7.2 停车区

7.2.1 景区（点）宜设停车区，停车场地应能停放 50 座以上大客车。

7.2.2 游客车辆进出停车场地应方便、通畅，应有限速标识，必要时应设专人指引。

7.2.3 游客车辆需要停放至周边社会停车场地的，应有明确指引。

7.2.4 停车场地离旅游景区（点）或旅游线路超过 1km 时，宜配置景区（点）内专用车辆接送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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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接待区（游客中心）

7.3.1 景区（点）应设接待区或游客中心，名称和标志应符合 LB/T 011 的规定。

7.3.2 应提供景区（点）介绍、景区（点）布局图、游览线路图，以及相关信息资料和多媒体、画册、

音像制品等宣传资料。

7.3.3 宜配置座椅、遮阳设施、休息区、行李寄存处等设施。

7.4 参观通道

7.4.1 景区（点）的参观通道应符合 GB/T 36738 的规定。

7.4.2 室内参观通道应有应急照明设备、通风设备和相关引导标识，确保畅通。

7.5 游览展示区

7.5.1 每个参观点宜有中外文的名称标示和内容介绍等，文字应准确规范。

7.5.2 景区（点）的展示内容多样化，宜包括但不限于：

a) 食品工业企业历史、档案；

b) 食品生产工艺流程；

c) 食品生产设备设施；

d) 食品安全知识的宣传。

7.5.3 游览展示区内应布局合理，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和防护设施。

7.6 互动体验区

7.6.1 可设立食品加工现场实时监控视频观看区、DIY 手工制作区、食品品鉴区等区域。

7.6.2 应为游客提供互动体验时必要的清洁和卫生设施。

7.6.3 应对游客进行必要的引导和协助。

7.7 休憩设施

7.7.1 在游览路线上应合理设置休憩设施，且不应影响安全疏散，确保设施正常使用。

7.7.2 有条件的休憩区内可配置购物、餐饮等设施。

7.8 智慧旅游设施

7.8.1 宜有官方媒体，可提供网上宣传、查询、预订、投诉与处理、导览、求助等智慧旅游服务。

7.8.2 宜实现无线网络覆盖，便于游客查询有关信息。

7.9 配套设施

7.9.1 景区（点）内的旅游厕所质量应符合 GB/T 18973 中 II 类及以上要求，分布合理，方便游客使

用，且应保持洗手间的整洁卫生，定期进行清洁和消毒。

7.9.2 通道及厕所应有方便老、幼、伤、残、孕等特殊人群使用的设施。

7.9.3 景区（点）内应设置急救站。

7.9.4 景区（点）内宜设置纪念品商店，提供具有食品工业特色和地方特色的纪念品。

7.9.5 宜在室内区域设置空调。

8 服务人员

8.1 人员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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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 应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服务意识，向游客提供热情、周到、专业的服务。

8.1.2 应具备一定的食品安全、食品加工等基本知识。

8.2 培训

8.2.1 服务人员应接受食品工业旅游相关知识的培训，包括礼仪、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地方特色食品

文化等。

8.2.2 服务人员应定期接受消防安全、急救知识等方面的培训。

9 安全

9.1 应建立健全的旅游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明确安全管理机构和责任人。

9.2 应按相关标准设置消防、救护、安全监测等设施设备，并确保完好有效。

9.3 应定期对景区（点）内食品加工设备进行定期维护和检修，确保设备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9.4 应急缓冲区和疏散区应设置合理，方便游客疏散。紧急出口和通道应标志明显、畅通。

9.5 安全标识、警示标识应清晰、醒目。

9.6 体验项目应有安全防护和安全提示。

9.7 应有经过专业培训的急救人员，并配备必要的急救药品，及时为有需要的游客提供紧急医疗服务，

并与 110、119、120、122 等社会救援系统建立联动。

9.8 游览区域应实现视频监控全覆盖，录像资料应保存一个月以上。

9.9 应配备应急通讯设备，保持通讯畅通。

9.10 应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向游客公布应急救援电话

9.11 应重视网络信息安全，保障游客的个人信息安全。

9.12 非安全区域不得设为参观游览区域，危险或禁入区域设立明显警示标志，并有物理隔离措施。

9.13 宜为游客提供保险服务。

10 环境卫生

10.1 应建立健全卫生责任制度，定期组织卫生检查。

10.2 应保持景区环境整洁美观。

10.3 接待区、休憩区、游览展示区、互动体验区等区域空气质量应符合 GB 37488 的规定。

10.4 各服务场所及建筑设施的卫生应符合 GB 37487 的要求。

10.5 垃圾桶（箱）应设置合理，宜实行分类管理，标识清晰准确。

11 服务评价与改进

11.1 服务评价

11.1.1 应设立内部自评小组，对景区（点）的服务质量进行定期检查和评估。

11.1.2 主管部门可自行或邀请第三方评估机构对景区（点）的服务质量进行评估。

11.1.3 应建立游客意见反馈渠道。

11.2 服务改进

11.2.1 应分析评估结果，制定并实施改进措施。



DB4420/T 47—2024

6

11.2.2 应持续优化食品工业旅游景区（点）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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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2　应设定游客最大承载量并对外公布，并根据景区（点）承载量合理控制游客数量，在客流高峰期合理安排流量和流
	6.2.3　对预定的游客，应根据游客的计划行程做好相关的接待工作。
	6.2.4　应为老、幼、伤、残、孕等特殊人群提供专项服务。

	6.3　参观展示服务
	6.3.1　食品工业旅游景区（点）参观内容丰富，特色鲜明，体现食品工业生产、食品科技成果、食品工艺流程、食品工艺
	6.3.2　提供食品实物、食品生产工艺流程、厂景厂貌、科技成果、发展历史等展示内容，展示内容宜不少于3种。

	6.4　讲解服务
	6.4.1　讲解服务应符合LB/T 014规定。
	6.4.2　讲解服务包括人员讲解或电子语音讲解。讲解内容应与景区（点）展示内容一致，以科学性和真实性为原则。
	6.4.3　讲解员应掌握食品生产工艺流程、技术特点和产品特征等知识，应熟悉景区（点）的布局和游览线路，熟悉景区（
	6.4.4　讲解员应口齿清楚，讲解准确。讲解时应首选普通话，也可根据游客的需要提供方言或外语讲解。

	6.5　购物服务
	6.5.1　购物环境良好，无围追兜售、强买强卖现象，宜提供多种支付交易方式。
	6.5.2　应提供与景区（点）主题相关联的商品，售卖的商品应安全卫生。
	6.5.3　应亮照经营、明码标价，可提供寄递服务。
	6.5.4　服务质量应符合GB/T 16868的规定，购物服务人员应文明礼貌，应根据游客需要提供购物建议。

	6.6　体验服务
	6.6.1　应明示体验项目的注意事项、人数限量、流程说明等。
	6.6.2　涉及非遗的景区（点）可根据景区（点）实际情况向游客展示非遗技艺。
	6.6.3　宜提供参与制作地方特色食品、亲手操作非遗技艺等具有互动性、可参与性的体验项目。

	6.7　餐饮服务
	6.7.1　宜在景区（点）内提供餐饮服务，餐饮服务单位应持证合法经营。
	6.7.2　餐饮服务过程的卫生要求应符合GB 31654的规定。

	6.8　公益性服务
	6.8.1　应配合相关部门或社会组织开展公益性活动。
	6.8.2　宜设立公众免费开放日。


	7　服务场所
	7.1　标识
	7.1.1　景区（点）内应按GB/T 15566.1的规定设置导向标识和位置标识，包括指示牌、景区（点）说明牌等
	7.1.2　景区（点）的标识应布局合理，印刷清晰，指示明确，有连续性。
	7.1.3　景区（点）的公共信息图形标识应符合GB/T 10001.1和GB/T 10001.2的规定。
	7.1.4　景区（点）宜设置食品工业产品、历史、文化类标识牌或简介，布局应合理，内容宜中外文结合，简明易懂、无错
	7.1.5　如有涉及可能发生危险的区域，应有规范、醒目的安全警示标识。

	7.2　停车区
	7.2.1　景区（点）宜设停车区，停车场地应能停放50座以上大客车。
	7.2.2　游客车辆进出停车场地应方便、通畅，应有限速标识，必要时应设专人指引。
	7.2.3　游客车辆需要停放至周边社会停车场地的，应有明确指引。
	7.2.4　停车场地离旅游景区（点）或旅游线路超过1km时，宜配置景区（点）内专用车辆接送游客。

	7.3　接待区（游客中心）
	7.3.1　景区（点）应设接待区或游客中心，名称和标志应符合LB/T 011的规定。
	7.3.2　应提供景区（点）介绍、景区（点）布局图、游览线路图，以及相关信息资料和多媒体、画册、音像制品等宣传资
	7.3.3　宜配置座椅、遮阳设施、休息区、行李寄存处等设施。

	7.4　参观通道
	7.4.1　景区（点）的参观通道应符合GB/T 36738的规定。
	7.4.2　室内参观通道应有应急照明设备、通风设备和相关引导标识，确保畅通。

	7.5　游览展示区
	7.5.1　每个参观点宜有中外文的名称标示和内容介绍等，文字应准确规范。
	7.5.2　景区（点）的展示内容多样化，宜包括但不限于：
	7.5.3　游览展示区内应布局合理，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和防护设施。

	7.6　互动体验区
	7.6.1　可设立食品加工现场实时监控视频观看区、DIY手工制作区、食品品鉴区等区域。
	7.6.2　应为游客提供互动体验时必要的清洁和卫生设施。
	7.6.3　应对游客进行必要的引导和协助。

	7.7　休憩设施
	7.7.1　在游览路线上应合理设置休憩设施，且不应影响安全疏散，确保设施正常使用。
	7.7.2　有条件的休憩区内可配置购物、餐饮等设施。

	7.8　智慧旅游设施
	7.8.1　宜有官方媒体，可提供网上宣传、查询、预订、投诉与处理、导览、求助等智慧旅游服务。
	7.8.2　宜实现无线网络覆盖，便于游客查询有关信息。

	7.9　配套设施
	7.9.1　景区（点）内的旅游厕所质量应符合GB/T 18973中II类及以上要求，分布合理，方便游客使用，且应
	7.9.2　通道及厕所应有方便老、幼、伤、残、孕等特殊人群使用的设施。
	7.9.3　景区（点）内应设置急救站。
	7.9.4　景区（点）内宜设置纪念品商店，提供具有食品工业特色和地方特色的纪念品。
	7.9.5　宜在室内区域设置空调。


	8　服务人员
	8.1　人员素质
	8.1.1　应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服务意识，向游客提供热情、周到、专业的服务。
	8.1.2　应具备一定的食品安全、食品加工等基本知识。

	8.2　培训
	8.2.1　服务人员应接受食品工业旅游相关知识的培训，包括礼仪、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地方特色食品文化等。
	8.2.2　服务人员应定期接受消防安全、急救知识等方面的培训。


	9　安全
	9.1　应建立健全的旅游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明确安全管理机构和责任人。
	9.2　应按相关标准设置消防、救护、安全监测等设施设备，并确保完好有效。
	9.3　应定期对景区（点）内食品加工设备进行定期维护和检修，确保设备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9.4　应急缓冲区和疏散区应设置合理，方便游客疏散。紧急出口和通道应标志明显、畅通。
	9.5　安全标识、警示标识应清晰、醒目。
	9.6　体验项目应有安全防护和安全提示。
	9.7　应有经过专业培训的急救人员，并配备必要的急救药品，及时为有需要的游客提供紧急医疗服务，并与110、1
	9.8　游览区域应实现视频监控全覆盖，录像资料应保存一个月以上。
	9.9　应配备应急通讯设备，保持通讯畅通。
	9.10　应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向游客公布应急救援电话
	9.11　应重视网络信息安全，保障游客的个人信息安全。
	9.12　非安全区域不得设为参观游览区域，危险或禁入区域设立明显警示标志，并有物理隔离措施。
	9.13　宜为游客提供保险服务。

	10　环境卫生
	10.1　应建立健全卫生责任制度，定期组织卫生检查。
	10.2　应保持景区环境整洁美观。
	10.3　接待区、休憩区、游览展示区、互动体验区等区域空气质量应符合GB 37488的规定。
	10.4　各服务场所及建筑设施的卫生应符合GB 37487的要求。
	10.5　垃圾桶（箱）应设置合理，宜实行分类管理，标识清晰准确。

	11　服务评价与改进
	11.1　服务评价
	11.1.1　应设立内部自评小组，对景区（点）的服务质量进行定期检查和评估。
	11.1.2　主管部门可自行或邀请第三方评估机构对景区（点）的服务质量进行评估。
	11.1.3　应建立游客意见反馈渠道。

	11.2　服务改进
	11.2.1　应分析评估结果，制定并实施改进措施。
	11.2.2　应持续优化食品工业旅游景区（点）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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