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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汪 恒

一年一度的中高考，历来牵动各方

关注。这段时间，也恰是食物中毒的高

发季节，疏忽不得。杭州市市场监管部

门近期不仅加强了对各校的专项检查，

还建立了中高考值班制度，确保24小时

信息畅通，及时处理相关投诉举报。

校园食品安全关系到师生的身心

健康和生命安全，与亿万家庭的幸福、

社会的稳定紧密相连。近年来，浙江

精心组织、压实责任、强化监督，用“最

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

处罚、最严肃的问责”来对待校园食品

安全工作。在 2020 年国家对省政府

食品安全评议考核中，我省教育类的

指标均为满分。省教育厅也连续5年

在省政府食品安全工作部门评议考核

中获得优秀。

智治：数字化驱动，变革管理方式
每天进入操作间前，绍兴市第一中

学食堂的员工都会在显示屏前拿起额

温枪，完成测温等晨检内容。在收货验

收环节，工作人员在平台上完成点选

后，电子台账自动生成，供货方的营业

执照和许可证等信息也一目了然。繁

忙的操作间里，如果有人未按规定佩戴

帽子就贸然进入，也会被细心的“AI管

理员”抓拍，并发出预警信息。食堂管

理变“聪明”了，得益于绍兴市自主开发

的校园食品安全云守护平台。

据介绍，这个平台在原有“阳光厨

房”的基础上，应用AI和物联网技术，

能对多项不规范操作和环境设备异常

状态实施精准管控。相比于传统监督

管理的“人海战术”，新平台智能便利、

操作简洁，还能24小时全程现场管理。

和绍兴一样，省内各地近年来纷纷

结合数字化改革，为单一“后厨可视”的

“阳光厨房”增添了智能化元素。台州

市椒江区就建有一套“学校食堂食品安

全痕迹化管理系统”，其中设置了17项

安全痕迹化管理内容，包括餐饮具消毒

记录表、食堂食品安全自查自评表、晨

检记录表等，信息标注精确到每天、每

次。市场监管人员只需登录该系统，学

校食堂从食材采购到餐饮具消毒记录

等操作流程便全程可查。

据统计，截至2020年年底，全省学

校食堂“互联网+明厨亮灶”覆盖率已达

到99.55%。根据《浙江省校园食品安全

守护行动实施方案（2020—2022年）》

的规划，2022年之前，我省将在校园“互

联网+阳光厨房”全覆盖的基础上，实现

中小学校及二级以上幼儿园食堂“智能

阳光厨房”基本全覆盖。届时，经由物

联感知、图像识别、人工智能等技术实

现的线上巡查、精密智治将成为各校

“标配”。

共治：各方协力，突出主体责任
辖区内学校食堂数量众多，量大面

广，曾是杭州市拱墅区落实校园食品安

全监管的难题。2017年，拱墅区转变思

路，将辖区内的100多家学校食堂划分

为若干个片组，每组再加入教育部门、市

场监管部门、属地街道的工作人员，搭建

起沟通平台。每个片组由指定学校担任

组长单位，定期组织安全检查、学习交流

活动。有了多部门的联动后，不少问题

得以更快解决。片组化管理推进之后，

各片组内部还在厨艺比赛、人员培训等

交流活动的促进下，形成了比学赶超、相

互学习借鉴的氛围。

如今，片组管理和视频监控、中层

验菜、家长陪餐等措施一道，为拱墅区

的学生们“吃得放心”筑起层层安全屏

障。推进校园食品安全难以单兵作战，

加强协调会商、落实各方责任必不可

少。我省曾连续两轮实施千万学生饮

食放心工程三年行动，力图改善校园及

周边食品安全环境，并于2019年8月至

次年1月期间，由省市场监管局、省教育

厅、省公安厅等10余个部门联合开展食

品安全问题专项整治行动。2020年11

月，省教育厅和省市场监管局还首次联

合召开校园食品安全守护行动现场会，

两部门相关工作人员通过参观学习，交

流各地校园食品安全监管经验、做法，

扎实推进校园食品安全守护行动。

食品安全范畴内，各主体责任明确、

有章可据，正逐渐成为常态。去年8月，

湖州市就出台了《学校食品安全管理规

范》市级标准，对学校的组织建设、食堂的

准入标准、校内食品经营点的人员要求等

诸多方面加以规范，弥补了相关方面空

白，也让学校更明晰了自身职责。在嵊

州，当地市场监督管理局和相关配送企

业、学校一同起草并出台了校园食材配送

管理和服务规范地方标准，对相关流程的

技术规范进行了细化。在《浙江省校园食

品安全守护行动实施方案（2020—2022

年）》中，也明确提出将进一步完善责任体

系，包括学校食品安全校长（园长）负责

制，学校、校外供餐单位的食品安全主体

责任，以及市场监管、教育、卫健、公安各

部门的指导和监管责任。

排患：封堵漏洞，普及食安知识
“4D厨房，欢迎参观。”在温州校

园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字样。“4D”代

表着“整理到位、责任到位、执行到位、

培训到位”等4个到位。2017年，温州

市首个校园4D厨房项目在乐清市虹

桥镇第一中学通过验收。厨房内物品

摆放井然有序，台面宽敞明亮，排水全

为暗沟，生鲜食品统一用透明安全的

保鲜盒分类贴标签存放。不仅食品安

全的隐患少了，科学的管理方式也节

约了资金和人力成本，这让学校有信

心将厨房重地“亮”出来。

隐患风险是校园食品安全管理中

需要时刻警惕的。近年来，我省加大了

相关安全隐患的排查力度，完善具体机

制，为营造安心的校园环境创造条件。

我省在全国最早形成了疫情防控常态

化条件下校园食品安全管理机制，严格

执行学校食品安全管理、信息公开、食

品原料进货查验等3项制度，以及中小

学错时、隔座就餐或统一配餐送至教室

和高校错峰错时就餐、点餐配送等2项

举措。此外，我省还在新学期的开学工

作检查清单中，明确了餐饮从业人员、

食堂进货渠道、原料贮存等12项校园

食品安全检查条款，并组织各地各校开

展校园食品安全自查工作。2020年，

全省教育系统达到了“3个百分百”：

100%中小学、幼儿园落实学校相关负

责人陪餐制度，100%的学校建立监督

组织，以及100%的大宗食材统一配送

或定点采购。

青菜、西红柿、胡萝卜……在学生

们的注目下，专业检验人员麻利地完成

了农残、二氧化硫、吊白块等项目的检

测步骤。“检测结果均为阴性！”原来，这

是金华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安全监测

中心把“你点我检”活动办到了金华市

西苑小学校园里。工作人员还向学生

们介绍了十个“不买不吃”、九个注意事

项、七种易中毒食物等安全知识。除了

面对面的科普教育，金华市还策划制作

了“神探驾到”食品安全系列短视频并

通过新媒体集中宣传。据统计，我省中

小学生食品安全知识知晓率连续3年超

过95%。2020年，全省中小学生食品安

全知识知晓率更是达到97.93%。“公筷

公勺”“反对浪费”等宣传在校园中常态

化开展，饮食安全、餐饮文明观念深入

人心。

浙江悉心守护校园“舌尖安全”

□本报通讯员 王力中

在古镇新市的西河口，新市党史馆

里人头攒动。“1927年5月，共产党员、

曾任北伐军第十七路军某部党代表许

淡秋，在新市开展革命宣传活动时，吸

收了中医师王仲劬入党……”听着主

讲人的叙述，新市镇完全小学的学生

们更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的热爱。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德清县

教育局用好用活身边红色资源，在青

少年群体中掀起了学习热潮。德清革

命旧址、遗迹、纪念馆、红色教育基地

等红色资源众多，为青少年定制“鲜

活”教材，让党史知识成为青少年看得

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身边历史”，

成了该县开展青少年党史学习教育的

独特路径。

作为该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洛

舍镇砂村的新四军纪念馆，最近成为

青少年最热门的“打卡”地。德清县三

桥小学的学生代表，边走边听俞守明

爷爷讲述。当年，新四军八支队在洛

舍与敌人斗智斗勇，留下了一段惊心

动魄的烽火传奇。穿梭时空，孩子们

仿佛回到了多年前的烽火岁月。

92岁的抗美援朝老兵楼统桂，是

新市党史馆的义务宣讲员。“他讲述的

党史和红色革命故事，每一次听都有

新的思想感悟，让我们明白为什么只

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德清县第三中

学学生感慨道。

每年春天，钟管镇干山中心学校

的师生都会到龙山烈士陵园，向前

来祭扫的人们义务讲解 18位英烈的

感人故事。一个个红色故事串起的

光辉历史，在祭扫者心中激起阵阵

涟漪。教师杨卫平说：“我们都是传

承人，从老一辈人那里学习、领悟，

再传播给他人，影响更多人。”

为了让党史学习教育真正“活”起

来，在德清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每周

三的晨读时间，由学生代表通过校园

广播站，开展了党史宣讲、红歌经典传

唱等活动。该校还组织学生观看经典

革命电影，开展党史知识竞赛、十佳党

史讲述人评选等。

学生们说，党史讲述活动帮助他

们更加知史爱党、知史爱国，今后要

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在学习党史中

汲取奋进力量。学生处主任马纪孝

表示，“只有把党史讲明白、讲清楚，

才能使党史故事可敬、可学、可用，增

加党史学习教育‘润物细无声’的感

染力”。

德清：用好用活“身边历史”讲党史

夏日赠你一抹凉夏日赠你一抹凉

6月23日下午，浙江教育报刊总社党总支党员代表
前往浙江省四明山红军小学开展“三服务”活动，了解师
生需求，并向该校捐赠了6台空调。图为捐赠仪式现场。

（本报记者 邵焕荣 摄）

全国高职院校发起

宣传思想工作《义乌倡议》

本报讯（通讯员 徐玉成）6月18日，2021年

全国高职院校宣传部长暨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联

席会议在义乌举行。会议向全国高职院校发起宣

传思想工作的《义乌倡议》。共有来自全国76所高

职院校的240余人参加会议。

《义乌倡议》提出，要始终牢记使命嘱托，自觉

担负新时代宣传思想工作的使命任务，广泛凝聚弘

扬工匠精神、培养大国工匠的思想共识，全力打造

高职院校宣传思想工作协作共同体；要把握科学思

想方法，推进宣传思想工作理论创新、实践创新、载

体创新，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全力构建“三全育

人”体系，全力扮靓高职院校宣传思想工作“最美风

景线”；要坚持师生至上情怀，扎实推进思政课程和

课程思政协同并进，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聚合筑梦

中国的青春力量，全力奏响高职院校宣传思想工作

奋进最强音。

据悉，本次联席会议在《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

本的首译地义乌举行，由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承

办。会议以“学百年党史 品真理味道”为主题，围

绕高水平高质量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研

究、广泛交流提升高职院校宣传思想工作水平的方

法、路径、经验。会议还邀请专家学者作党史学习

辅导，组织与会人员观看百年献礼之婺剧《信仰的

味道》，赴陈望道故居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浙传师生主创

音诗画舞台剧《百年追寻》

本报讯（通讯员 毕雯雯 闫文青）“一群青年

为国呐喊，一部宣言指明方向，一条红船乘风破浪，

一支军队迎来曙光……”6月18日晚，由浙江传媒

学院播音主持艺术学院师生主创的“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100周年”大型音诗画舞台剧《百年追寻》在

桐乡公演。

《百年追寻》由《火种》《曙光》《启程》《逐梦》四

幕组成，融合音、诗、画等多种艺术表现形式，回顾

了党和人民风雨同舟、生死与共，从胜利走向胜利

的伟大历程，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百年辉煌成就和

宝贵经验。来自浙江传媒学院播音主持艺术学院

的200名师生和国内知名艺术家联袂出演，追寻百

年党史、讴歌中国百年巨变、抒发爱党爱国情怀。

该校党委书记杨立平表示，这部大型音诗画舞台剧

是一堂生动的党史课，是将“思政之盐”融入“专业

之水”的思政大课，很好地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

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为什么“好”等重大问题。

《百年追寻》自2021年年初筹划，3月正式启

动，4月开排。“在舞台上，我真切感受到了中国共

产党百年来的不易，也感受到中国共产党不忘初

心的坚定信念，更感叹于现在取得的举世成就，

非常振奋人心！”学生演员秦韵筝说。接下来，

《百年追寻》还将继续巡演。

磐安开展中小学

大课间室内操比赛

本报讯（通讯员 陈宏伟）小小方寸之间，抬

头、踢腿、甩手、跺脚、拍手……伴随着活泼动感的

音乐，磐安县安文初级中学学生在大课间做起了室

内课桌操。6月21日至22日，磐安县举行了中小

学大课间活动之室内操展示评比活动。

为破解雨天大课间活动难开展、开展效果不

佳等问题，磐安县教育局要求各中小学校精心设

计雨天大课间活动，自编自排肢体操、护眼操、素

质操，以及传统气功操、八段锦等室内操，开展大

球追小球、击鼓传花、棋类运动等各类趣味体智

游戏。

冷水镇中心小学创编了活力健身操、腰腹部训

练操、腿部力量练习操、武术操、拉伸放松运动等室

内操；窈川乡中心小学结合武术特色，创编了“精武

少年”室内操，结合五步拳、长拳、八法五步太极拳

等武术套路，展示武术的独特魅力；新渥街道深泽

小学则以“律动非遗、深艺盎然”为主题创编室内

操，不同年级有不同的曲风……

据悉，本次评比围绕设计方案、精神面貌、活动

内容、整体效果等，考查学生精神面貌、熟练掌握情

况和学校室内操特色等事项。自2020年以来，磐

安县教育局先后组织开展了中小学阳光体育冬季

长跑展示评比活动、中小学大课间活动方案设计评

比活动，旨在规范、丰富中小学大课间活动，全面落

实阳光体育的要求。下学期，该县还将举行室外操

的评比活动，从而督促各校形成大课间常态化模

式，让学生在大课间真正“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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