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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供餐现状 

多种形式并存 

• 农村：学校食堂供餐+加餐（牛奶+X） 

• 城市：学校食堂供餐、企业送餐、 

        中央厨房/食堂托管、学生奶加餐 



食堂供餐 

• 优点：营养均衡 

        长期接受性好 

        食品安全易于监管 

• 不足：食堂要建设，设备逐步完善 

      工作人员合理配餐 

      能力有待改善 

• 农村：营养膳食补助 

        被理解成免费午餐 



企业送餐 

• 主要在大城市 

• 优点：管理成本低 

        可以做到营养均衡 

 

• 不足：营养和美味难以结合 

        剩饭率高而满意度低 

 

要求从制作成

品到食用之间

不超过3 小时 

中央厨房、 

食堂托管 



加餐 

• 农村: 多为牛奶 + X 

• 城市：多为学生奶 

 

• 优点：管理成本低 

        有针对性供应食物 

 

• 不足：品种相对单一 

        长期依从性较差 

        可能会影响正餐 

 



基层工作人员能力储备不足 

• 学校：希望为学生提供营养餐 

• 教育行政部门或卫生部门：技术储备不足 



已有模式值得借鉴：日本 

教育部 
卫生部 

地方教委 学校 

制定指
导方案 

提供营养
餐食谱 

采用食谱或根据
学校情况调整 

营养师 



提高合理配餐能力 



多部门配合推广合理配餐 

• 政府主导 

• 多部门参与 

• 社会关注 

• 营养工作者组织 

• 食堂工作人员落实 

• 学生营养宣传 



完善法规、标准、制度、指南 

设备、岗位、操作… 

• 寄宿生供餐标准 

• 营养午餐供餐标准 

• 学校食堂相关标准 

• 供餐企业相关标准 

 



开发适宜技术 

膳食分析软件： 

   学生电子营养师（农村版） 

   开发简单易用、适合当地特点软件 

 

新媒体新思路：App 

全国 
营养办 
营养所 
开发 
免费下
载使用 



培养地方营养工作者 

• 国家：逐步建立完善营养师制度 

• 县区:CDC、营养办或教委专人负责营养配餐 

• 学校:食堂管理员/校园营养师懂得营养配餐 



定期供餐人员培训 

• 稳定供餐人员队伍，保证福利待遇 

• 培养营养意识 

• 定期开展培训交流 

• 内容丰富全面：食物营养、 

  营养配餐、食品安全、 

  食物烹调…… 



完善厨房设备 

• 厨房建设符合规范 

• 厨房设备简单实用，定期维护 

  加工、储存、烹调、消毒… 

• 餐具：统一管理 

  清洗、储存、消毒 

 

• 视频监控： 

  关键点 

 

学校餐饮管理要求：

为学校配送的集体

用餐单位需为餐饮

服务食品安全量化

等级B级（良好）

以上水平。 

--湖北武汉，2014 



提供营养餐食谱— 核心问题 

• 县/中心校统一制定备选食谱 

• 学校根据具体情况调整 

• 增加配餐的可操作性 

 

• 大宗食品集中采购 

 



逐步让营养餐落地…  

 

简易食谱 

带量食谱 



营养健康宣传教育：合理食物搭配 
 

豆制品：豆腐、豆浆、     

                豆腐干、豆腐丝 

新鲜蔬菜：深色蔬菜 

                      浅色蔬菜 

肉类：猪肉、牛羊肉、 
           鸡肉、鱼肉、虾皮 
蛋：鸡蛋、鸭蛋 

奶：牛奶、
羊奶、酸奶 



强调家长责任与义务 

• 家长分担餐费 

• 家长委员会参与监管 

• 家庭合理配餐 采用“3＋2”的模式：学
校按5元的标准给学生配
备午餐，国家补贴3元，
学生自付2元。食堂供餐

能够提供可口的饭菜，
得到了家长和学生的一
致欢迎。 

--安徽望江，2013年 



加强供餐监督指导 

• 明确管理部门/明确管理职责 

• 完善准入、退出、管理、处罚机制 

 

• 定期监督检查 

• 学校： 

  校长负责制、 

  膳食委员会 



让我们共同努力 
推广合理配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