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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黄莉萍

3月19日，教育部、国家市场监管

总局、国家卫健委共同发布《学校食品

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以下简称

《规定》）。《规定》要求，从4月1日开始，

中小学幼儿园应建立集中用餐陪餐制

度，每餐均应有学校相关负责人与学生

共同用餐……

在我省，随着食品安全不断被重

视，校长、教师和学生同餐近年来已渐

成不少区县、学校的自选动作。

师生同餐，先过心理关
但在不少没有规定师生同餐的学

校，有些教师并不乐意与学生同餐。

“学校相关负责人和学生同餐是对

的，因为这样对食品安全、营养等会更

上心，教师就没这个必要了。”

“现在食材都在政府统一采购平台

上选，阳光食堂App上也能随时查看

学校餐饮后厨的情况、餐饮配菜单位信

息等，还能有什么不安全的？”

“教师和学生的饮食口味必然会存

在差异。比如像鱼类，考虑到学生的安

全问题，食堂一般不给学生提供；又比

如有些教师喜欢吃辣的，但学生的菜品

里基本不能放……”

“符合教师饮食口味的食堂才能让

我们感受到工作的幸福感与健康感。”

……

2013年以来，我省在全国创新开

展“千万学生饮食放心工程”。2017

年，该工程获评“中国十大民生决策”。

而在全面完成三年计划目标的基础上，

2016年年底，我省推出继续深化实施

“千万工程”的新三年行动计划，明确了

校园食品安全7个规范化的目标。

记者了解到，在高度的食品安全意

识下，提前超额完成新三年行动计划的

区县不少。如2018年9月，舟山市普陀

区就实现了全区学校大宗食品统一配送

或定点采购实现100%全覆盖，100%建

成“阳光厨房”，学校食堂100%实施色

标管理制度……

“而即将实施的《规定》就像一剂良

方，将带来深化学校食堂管理的一次变

革。”一位校长坦言，校长、教师和学生

吃一样的饭菜，是在饮食放心工程基础

上增加了一道更坚固的防线。

“坦白说，学生人数多达两三千的

学校都是分批烧制学生午餐的，第一批

往往9点多就烧熟放入保温设备，快到

饭点时烧制的最后一批是教师们的小

锅菜，自然更新鲜、营养。”某地教育局

分管学校食堂工作多年的一位管理人

员这样说道。

“我们选择和学生们吃同样的饭

菜，是不想学生有那种‘老师吃得肯定

比我们好’的疑虑。”安吉县第二小学教

师胡彩宏介绍，师生一起用餐，能给学

生示范不浪费粮食等良好习惯。

在衢州市柯城区礼贤小学，教师徐

文燕和她的同事中午一直和学生一起

就餐，“有利于引导学生养成文明就餐

的习惯，还能增进师生间的感情”。

共同参与：从安全到营养
这几天，遂昌县教育局计财科干部

朱富明异常忙碌，“我们教育局正联合

多部门对校园食品安全工作进行大检

查”。不仅如此，朱富明和他的同事们

还在为近期即将启动的A级食堂5年

创建计划做着最后的准备工作。“在遂

昌，校园食品安全工作已纳入学校的常

规考核之中。”朱富明介绍，3年前，该

县启动了校长、教师的陪餐制度。

而在浦江县学生饮食放心工程中，

前几年开始有了一项“另类”的规定，那

就是校长和部分教师要在学生用餐前

40分钟先试吃，确认没有问题后，食堂

才宣布对所有学生开饭。

“校长是校园食品安全工作的第一

责任人，校长和学生同餐，实际上是对自

己负责。”农村学校义乌市幸福湖小学校

长季敬堂当校长13年，和学生们一起

吃了13年的午饭。最近几年，在当地

教育部门的倡导下，他不仅带着教师们

和学生同餐，还邀请家长每天轮流来学

校体验用餐。“早上的食材验收，由值周

教师和值日家长一起完成。加上两位

体验午餐的家长，每天3位，全校1000

余名学生，每名学生的家长基本一年都

能轮到一次。”季敬堂介绍，经历体验、

参与和监督等全过程，家长自然更放心。

但要让师生、家长吃好，幸福湖小学

动了不少脑筋。“虽然教师们理解和学生

一起吃大锅菜的味道总不如家里的小锅

菜好，但我们在经费允许的前提下，让食

堂工作人员数量尽量充足，尽可能缩短

从烧熟到上桌的时间，以保证口感和营

养。”每天，当天配送的食材当天处理掉，

绝不过夜；每个月，午餐的营养搭配征求

教师、家长意见；每学期末，学生代表和

教师一起对午餐的满意度进行测评打

分。“我常常会提醒家长们严格把关，跟

他们半开玩笑地说‘出了问题不仅害了

孩子，也害了我这个校长’。”季敬堂说。

近年来，随着家长们的关注点从

“吃得饱”转变为“吃得安全”“吃得健

康”“用餐有修养”等，推动了不少学校

这块工作的进一步提升。

“我们学校配备了专职营养师。营

养师会提前将下一个月的菜单制定出

来，标明每一餐的营养成分、食材的来

源与产地等，供家长参考、建议。”浦江

县龙峰国际学校教师朱碧婷介绍。

义乌市稠州幼儿园实行教师、家长

陪餐制度已18年。园长毛茹芬介绍，

幼儿园里有校务监督委员会和膳食管

理委员会两套班子管理食堂工作。前

者对每日食堂菜品验收、每月供应商评

价考核、每学期食堂资金使用情况等进

行监督；后者负责了解时令蔬菜上市情

况，制定每月菜谱，并进行营养分析。

“两套班子都是由教师代表和家长代表

组成的。”毛茹芬说。

前不久，宁波市新城第一幼儿园举

行了第六届“舌尖上的

新幼”新菜品荐活动。

在家长们推荐、该园膳

食管理委员会营养分析

的基础上，食堂自主研

发制作了8道新菜肴。

“山楂红烧肉、蛋包豆腐

丁、番茄虾球、浓汤龙利

鱼……”园长董艳芳介

绍，活动最高潮的部

分，就是家长、孩子一

起对这些新菜肴打分，

“受欢迎的就是好的”。

不光是吃这么“简单”
“在中国，吃饭绝对

是一件大事情，据说‘同

伙’‘伙伴’之类的词源

就来自围炉共食的就餐

活动。”省名师名校长工作站德育导师、

桐乡市第三中学教师朱永春表示，一起

吃饭，让学生成了他的“同伙”。

“作为一名班主任，我很重视师生

关系的和谐，自然就特别珍视在校期间

与学生一起吃饭的机会。”桐乡三中并

没有教师陪餐的要求，但朱永春主动去

与学生“入伙”，一起吃饭。“每天批阅学

生日记，会用批语回应，但遇到个别需

要进一步沟通疏导的学生，我会端着自

己的餐具到学生就餐区与那个孩子共

进午餐，边吃边谈心，效果不错。”不仅

从日记批阅中，只要发现班级学生心理

与情绪有波动，朱永春就笑嘻嘻地端着

餐盘凑过去。

“师生共餐，时间长了，彼此更像家

人。”衢州市柯城区万田乡中心学校的

很多教师都有过被分菜值日生“优待”

的待遇。“老师正忙着没空及时吃，孩子

们就会小心地做好保暖工作；遇到当天

的菜里有老师特别喜欢吃的，孩子们一

定会多分一点……”校长余鹂介绍，虽

然学校食堂很小，大多数班级只能在教

室里用餐，但也锻炼了学生轮流分餐、

收拾、整理等能力。

“负责分餐的值日生换上专用的衣

帽及口罩；负责卫生健康的值日生会拿

小本子记录好每个人的健康和洗手状

况……”朱碧婷介绍该校的“小厨工”进

餐厅拿午餐时，会大声地向食堂工作人

员表达谢意，如“我们是405班的，谢谢

给我们提供好吃的食物”。

新教师陆智强工作仅两年，但对班

主任工作已颇为得心应手。“陪伴是最

长情的告白，和学生在一起可以一边吃

一边听一听他们的心声，了解孩子之间

发生的一些小事情，有的时候还可以聊

一聊当天的饭菜，一起给食堂阿姨提点

意见或者愿望。”他所在的杭州市新华

实验小学几年前实行了教师陪餐制。

“在我看来，教师就应该和孩子们一起

吃饭。”在陆智强的理解中，这样不仅能

对食堂工作起到重要的监督作用，更有

不可替代的教育作用，“有时候饭菜特

别美味，孩子们就会写一份感谢信或者

制作一些手工品送给食堂阿姨……”

□本报通讯员 龚琴娟

凌晨4：00，某农产品配送公

司门店里，8所学校订购的食材

已陆续送达。收货、验货、分拣、

农药残留检测并出单，5：20后，

配送车纷纷出发。

6：40前，配送公司把菜送到

了学校，家长代表、教师和食堂工

作人员已经在等着验收了。

8：30，教育局工作人员朱岸

松打开视频监控，查看全市各公

办学校食堂运行情况。他随机点

击几所学校的视频并放大，食堂

工作人员的一举一动清晰可见。

11：30左右，全市25万名师

生陆续开始就餐。

这是3月19日笔者看到的义

乌市中小学校学生午餐准备工作

的全部流程。

2014 年，义乌市教育局启

动“阳光食堂”建设，先后通过

削减学校权力事项、引进配送商

提供专业服务、网上公开食堂事

务信息、家长参与验菜和体验用

餐等多种方式，实现家、校、社

三方相互制约，共同把好学生的

“入口关”。

教育局、学校：搭平台，做管理
在金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日

前公布的2018年度餐饮服务食

品安全监督量化分级管理单位名

单中，义乌获评A级单位79家，

其中63家是学校。

面对如此“傲人”的成绩，义

乌市教育局计财科朱岸松介绍，3

年来，该市会定期举行全市学校、

供应商现场双选会，确定综合类

配送商；引进义乌市粮油竞价平台,完成大米、食

用油的竞价采购与公示；通过网络平台，借助大

数据对食材及价格等进行监管；联网全市公办学

校食堂操作间、仓库的监控系统，随时查看食堂

工作情况；联合市场监管部门定期开展食堂管理

培训及日常检查工作。

不仅如此，学校会重点做好食堂硬件配备、

日常管理和经费使用及相关公示工作：组建校务

监督委员会和膳食管理委员会，参与食堂管理工

作，定期查验库存物资的质量情况，防止产生过

期、变质的食品原料和调料；实施食品原料配送

索证、验收及配送制度，做好食品留样、餐饮具消

毒等各项制度的落实；做好检测报告、监督举报

电话、周菜谱等内容的公示……

配送商：拼品质，做口碑
引入专业配送机构，不仅保证了食材安全及

品质，而且减少了食堂工作对教师精力的牵扯。

“教育局、学校要做好的是监管工作。”朱岸松说。

配送公司要保证食品安全。每家公司都设

有农药残留检测室。如发现不过关的菜品，配送

公司必须另行采购；根据对行情的了解，建议学

校避开某些菜品的农药残留高峰季。

配送公司供货必须货真价实。每年，义乌市

教育局都要举办配送到校大米与义乌市粮油竞

价平台留存样品的对比活动。2017年3月，义乌

市教育局与义乌市粮食市场、粮油竞价平台三方

对配送商供应的大米与平台留存的样品进行突

击检查，发现某企业配送到校的大米与样品不

符。该企业立刻被列入义乌市粮油竞价平台黑

名单，两年内不得参与学校大米的招投标。后

继的对比活动中，类似事件再没有发生过。该

市还通过“价格指数”对当月菜品进行均价计

算，促进配送商良性竞争，并将其应用于配送商

退出机制。

配送公司要服务全市学校。为避免小微学

校没人愿意接单，该市将各学校大小搭配组成

20余个标段，以标段形式确定配送商，确保城乡

学校都能享受一样的配送品质。

家长：来监督，做评价
3月19日，雪峰中学食堂里，两位家长、一位

教师和一名厨工参与了这天的验菜。每天都有

家长代表参与验菜，这是校方和家长共同努力的

结果。每天，校长张人林都会过来抽查，和验收

人员一起细细核对、一一查看。“品种丰富，食材

新鲜，分量足。”初三学生家长刘女士这样评价当

天的验收结果。

绣湖中学实施家长体验用餐制度已有5个

年头，每天学校里轮流有一位家长来体验用餐。

家长评价不好的配送公司，学校即刻会采取约谈

等惩处措施。据介绍，家长体验用餐已被列入义

乌市教育局2019年对学校的考核项目中。该市

将采取不定时抽查等方式推进这项工作的落

实。“让家长为孩子把好食品安全最严的关。”朱

岸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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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与学生需“同伙”吃饭？
校园食品安全中的人物群像

图为3月19日，义乌市苏溪镇第三小学的家长志愿者和值周教师一起进行着
食材的验收工作。 （本报通讯员 陈 欣 摄）

图为3月18日，安吉县第二小学教师与学生一起在
教室内吃中餐。 （本报通讯员 胡彩宏 摄）

□何立庆

一些错误的、低级庸俗的内容充斥

于网络，流播于社会，影响人们的言行，

它们通过各种途径冲击校园，波及学

生。对此，学校应该建立必要的“防火

墙”，教师更要成为拒绝不良文化的主

角。要胜任这样的角色，教师需提高文

化鉴别力。

如某班在黑板报上刊登了一篇《鲁

班造香严寺》的文章，谈到工匠运用智慧

的重要性。问文章出处，学生说来自网

上。鲁班就是公输班，是春秋时期鲁国

人。佛教是东汉明帝时期传入中国，中

国的第一所寺院是白马寺，建于公元68

年。教师告诉学生，一个春秋时期的人

不可能在死后几百年再来造寺院的，同

时告诉了学生“寺”和“庙”的区别。

再如，某校周一升旗仪式后，学生

代表在发言时讲到住校生存在的生活

问题时，谈到“战国时期”陈蕃“一屋不

扫何以扫天下”的事例。学生讲话结束

后，校长作了简短的点评，表扬了学生

的发言，同时委婉地指出，陈蕃其实是

东汉末年人。

这里，应该为教师鼓掌，为校长点

赞。润物细无声，学校的每一个场合、

每一个环节都是教育的机会。这样的

机会总是稍纵即逝，如果听之任之，无

疑会以讹传讹，贻害匪浅。

如今，胡编乱造的词语、思维混乱

的文法、哗众取宠故作噱头的表述等在

学生的作业中层出不穷。如“碟碟不

休”“召之鸡来挥之鸡去”“有一种跌倒

叫爬起，有一种落后叫先进”等，看上去

好像颇为幽默而辩证，但是当它们被生

搬硬套于校园里、课堂上时，我们不能

等闲视之。

校园要形成良好的文化氛围，教师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必须明白

自己教书育人的职责，更应不断提高自

身的文化知识修养，承担好传承优秀文

化、传播科学知识的使命，拒绝不良文

化进校园，还学生一方净土。

拒绝不良文化，教师需提高鉴别力

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