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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根据《关于印发<云浮市美丽圩镇建设标准体系规划与路线图

(2021-2025年）>的通知》（云委乡振办〔2021〕75 号）（以下简称

《通知》）、《云浮市美丽圩镇“10 个一”创建方案（试行）》(云

委乡振组〔2021〕2 号)及《云浮市市场监管局关于下达 2022 年云浮

市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的通知》（云市监科字〔2022〕113 号）

文件要求制订本标准。 

2、工作简况： 

根据《通知》文件要求，《“趁圩”场所管理规范》是文件中确

定的“首批拟制定标准”之一，云浮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下简称

“市住建局”）是执行该项标准编制的行政主管单位。根据中共云浮

市委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工作规划，通过招标方式确

定了广东省云浮市质量计量监督检测所（以下简称“云浮市质计所”）

为该项工作的技术服务单位。 

接到文件通知后，云浮市质计所立刻召集相关人员开会研究并开

展调研与资料收集，编写了《“趁圩”场所管理规范》（草案），于

2022年 6月 29日通过了云浮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的市级标准制修

订专家立项评估，同意制定。根据立项评估专家的意见和建议，结合

云浮市趁圩场所实际情况与地方特色，将标准名称改为“趁圩场所规

范”，并对标准草案进行了修改，制定出《趁圩场所规范》（工作组

讨论稿）。 



 

2022 年 12 月 13 日，市住建局组织召开标准制定首次会议。会

议成立标准起草工作组（以下简称“工作组”），会议就标准的必要

性、适用范围、云浮地方特色、相关政策等展开讨论，对标准主要技

术内容进行逐条讨论。2023 年 2 月 17日，工作组到云安区镇安镇和

高村镇趁圩场所进行了实地考察调研。之后工作组对标准进行多次修

改完善，形成《趁圩场所规范（征求意见稿）》。 

3、主要起草单位及主要起草人 

主要起草单位为云浮市云安区城市建设监察大队、广东省云浮市

质量计量监督检测所、云浮市云安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主要起草人为黎水清、黄亮贤、王达庆、杨武、彭天胜、陈

枝文、林啟华、练伟超、薛东明、彭国基、曾金成。 

二、立项的必要性，拟解决的问题 

1、国内外情况说明 

在我国比较传统的乡下，每当圩日，附近的农民就会自发地带上

自家农产品、农副产品、手工艺品、生产资料等，集中到圩市进行售

卖，村民群众也赶往圩市购买自己所需的生活用品。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乡镇逐渐有了市场、商超、商铺，但趁圩

习俗仍然保留下来，作为乡镇的一种经济贸易形式，同时也是乡村文

化的一种体现。 

而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地区，这种临时集市，包括一些社区、

广场、以及一些在建筑物里的集市，更多的是因为历史文化传统的原



 

因而保留了下来，兼顾有旅游的功能。比如英国伦敦的“波多贝罗路”

集市、澳洲悉尼的曼丽海滩的跳蚤市场。 

我国趁圩场所管理未有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以及地方标准，

相关类似的标准有：《农贸市场管理技术规范》（GB/T 21720-2008）；

《乡镇集贸市场规划设计标准》（CJJ/T 87-2020）；广东省《城市

社区菜市场管理规范》（DB44/T 1794-2016）、广东深圳《商品交易

市场管理规范》（DB4403/T 227-2022）。 

圩市有别于市场，现有相关标准不满足趁圩场所管理要求。 

国外暂没有相关标准。 

2、立项的必要性 

趁圩，在广东地区是指：每到“圩日”，镇周边的乡村村民都会

集中到圩市，去购买日用品或者出售自家农产品、手工艺品等。随着

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现在乡镇的商业已经比较发达，商超、市场已

相对完善，但每当圩日，村民还是会参与趁圩。 

由于趁圩活动往往集中在乡村，有的并没有设定固定摊位，存在

有占道经营、乱摆乱卖、乱停乱放现象。为规范趁圩场所，建立安全、

卫生、有序的趁圩消费环境，制定《趁圩场所规范》地方标准，为云

浮市美丽圩镇创建工作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3、拟解决的问题 

本标准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要结合考虑云浮市乡镇趁圩场所现

状特点与广东省先进地方标准的关系，云浮市乡镇趁圩场所很多是在

马路沿街而设，当地乡镇政府难以规划专属用地用作趁圩摆卖用地，



 

这样造成交通拥堵问题。另外趁圩场所商贩摆卖凌乱，未对摆卖摊位

分类分区，会带来难管理等问题。此外还需要解决场所设施、经营、

安全、卫生、交通等问题。 

三、标准框架和内容的确定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

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本标准从实际出发，制定

过程充分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有关专家意见和建议，保证了标准的

可行性和操作性。标准结构包括 10 个章节，框架及主要内容如下： 

1.第一章：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云浮市趁圩场所的术语和定义、基本要求、场所设

置与管理、设施管理、经营管理、安全管理、卫生管理、交通管理。 

本文件适用于云浮市趁圩场所。 

2.第二章：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章节给出了标准编制过程中引用的相关文件，包括《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T 38353-2019农村公共厕所建设与管

理规范》、《CJJ 14-2016城市公共厕所设计标准》。 

3.第三章：术语和定义 

定义了趁圩以及趁圩场所。 

4.第四章：基本要求 

本章节规定整治趁圩场所存在的“六乱”现象。 

考虑方便城市居民到乡村消费，刺激乡村经济发展，本章节还规



 

定宜在趁圩场所或者官方媒体公布圩日日历表。 

5.第五章：场所设置与管理 

本章节规定了趁圩场所的设置条件，分类分区划定经营区域，统

一划线标识。为便于管理，对摊位进行编号。 

本章还规定公示经营时间，按经营时间经营，利于趁圩场所的管

理。 

6.第六章：设施与管理  

本章节规定了供水、环卫、消防及其他设施，以及设施管理要求。 

7.第七章：经营管理  

本章节规定了经营活动的要求，规定在场所内应公示投诉举报方

式，是为便于消费者维权以及管理部门及时发现处理场所经营不良行

为，提高场所经营质量。 

8.第八章：安全管理 

本章节规定了趁圩场所内有关安全管理事项。 

9.第九章：卫生管理  

本章节规定了场所内的卫生管理事项。 

本章规定的趁圩场所散圩后半小时内清扫清运垃圾，未规定具体

散圩时间，是考虑每个乡镇趁圩时间各不相同，卫生清洁时间按当地

趁圩时间而定。 

10.交通管理 

考虑一些圩镇的趁圩场所每逢节假日人流车流繁忙，出现交通堵

塞，规定宜安排人员驻守疏导交通。 



 

一些乡镇场地有限，趁圩场所设在交通性道路两侧，圩日时可能

影响交通通行，规定了必要时在圩日经营时间内实施交通管制。 

四、与现行法律法规、强制性标准等上位标准关系 

1、本标准主要涉及的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

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

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101 号)集贸市场食品卫生管理规范（卫法监发

〔2003〕56 号）、《广东省商品交易市场管理条例》、 广东省家禽

经营管理办法(广东省人民政府令第 206 号)、食用农产品批发市场质

量安全管理办法(粤食药监局食农〔2016〕280 号)、广东省食品安全

条例（2019 修订）、广东省农贸市场综合治理工作指引（试行）（粤

市监〔2020〕111 号 ）以及《云浮市美丽圩镇“10 个一”创建方案

（试行）》。 

2、本标准主要涉及国家标准：《农贸市场管理技术规范》（GB/T 

21720-2008）。 

3、本标准主要涉及行业标准：《乡镇集贸市场规划设计标准》

（CJJ/T 87-2020）。 

4、本标准主要涉及地方标准：广东省《城市社区菜市场管理规

范》（DB44/T 1794-2016）。 

5、本标准不涉及强制性标准。 

五、标准调研、研讨、征求意见情况 

2022 年 12 月 13 日，市住建局组织召开标准制定首次会议。会



 

议就标准的必要性、适用范围、云浮地方特色、相关政策等展开讨论，

对标准主要技术内容进行逐条讨论。 

2023年 2 月 17日，工作组到云安区镇安镇和高村镇趁圩场所进

行了实地考察调研。 

之后工作组对标准多次修改完善，最终形成《趁圩场所规范》（征

求意见稿）。 

六、标准有何先进性或特色性 

本标准规定趁圩场所的基本要求、场所设置与管理、设施与管理、

经营管理、 安全管理、卫生管理、交通管理，解决云浮市趁圩场所

问题，该标准也填补了趁圩场所类标准的空白，具有一定的先进性。

本标准充分考虑云浮市乡镇趁圩场所的实际情况与地方特色，具备当

地特色性。 

七、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标准的宣贯实施主要分三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组织召开标准宣贯会。主要邀请主管单位、相关单位、

消费者代表和媒体等相关单位参加，通过学习培训、现场指导、专家

授课等形式，对标准进行小范围的宣贯和推广。 

第二阶段多媒体全方位覆盖宣传。通过宣传单张、报纸、广告墙、

广播、电视以及网站等多种方式，达到广泛宣传的效果。 

第三阶段标准实施。在标准实施区域范围内严格执行《趁圩场所

规范》标准。 



 

八、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其它说明的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