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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实施营养改善计划  提高农村学生身体素质 

---河南省鲁山县营养改善计划实施情况汇报材料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 

    大家上午好！很高兴今天能有机会和大家一起，共同交

流、探讨营养改善计划实施工作，下面我就鲁山县农村义务

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工作的一些做法向各位领导和

专家做一简单汇报。 

鲁山县位于河南省中西部，是一个集革命老区、深山区、

水库淹没区为一体的农业大县，总面积 2432 平方公里，辖

25 个乡（镇）、办事处，559 个行政村，总人口 95 万。全县

有普通高中 4 所，职业学校 1所，初中 39所，小学 229 所，

学点 185 个，在校学生 147562 人。截止 2015 年 10 月底，

全县享受营养改善计划学生 113531 人。 

由于鲁山县山区学校基础条件较差，在 2012 年 3 月实

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时，由于当时大部分学

校没有食堂，所以只能采用课间加餐（牛奶+香肠或面包）

模式为学生们提供营养膳食补助。经过两年的实践和探索，

我们发现课间加餐模式存在较多弊端：一是不能给孩子们提

供全面均衡的营养；二是学生已产生厌食情绪，浪费现象严

重，家长意见较大；三是食品安全不可控等。由于我县山区

面积大，许多学生离校较远，午餐没有保证，而且我县是个

劳务输出大县，每年在外务工的剩余劳动力达 30 万之多，

http://baike.baidu.com/view/548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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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中小学校留守儿童就达 20300多人，营养状况不容乐观。

为了孩子们健康成长，我们决定从 2014 年秋季开学后，所

有营养餐试点学校全部由课间加餐模式转变为完整午餐模

式，给孩子们提供一顿卫生、安全营养均衡的午餐。围绕做

好完整午餐这一工作目标，我们重点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工

作： 

一、加大宣传力度，取得家长及社会广泛支持 

为了使营养改善计划这项惠民政策家喻户晓，使广大人

民群众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我们采取多种有效措施，加

大宣传力度。一是在鲁山电视台、鲁山简报等新闻媒体上开

辟专栏、解读相关政策；二是把《致家长一封信》张贴到每

个行政村的醒目位置，向广大人民群众和家长宣传国家的营

养改善计划政策和我县的具体做法，同时把《致家长一封信》

在每期开学时交给每个学生带回，告知每位家长；三是多次

邀请市、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视察和调研学校的营养餐实

施情况，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和赞誉；四是我们要求所有学校

排出家长名单监督表，每天邀请 2-5 名家长来校监督和自愿

帮厨，使每位家长都参与到营养餐工作的实施、宣传和监督

当中去，以营造全社会共同支持、共同监督、共同推进学生

营养午餐工作的良好氛围。由于宣传工作到位，我县的营养

午餐实施工作得到了社会和全体家长的广泛理解和大力支

持，确保了此项工作能够平稳顺利的过渡和实施。 

二、创新工作机制，科学制定供餐模式 

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是一项德政工程、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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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让全县十万余名学生吃上卫生、安全、营养的午餐，

任务繁重，责任重大。为此我们高度重视，广泛征求意见，

多次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县政府专门成立了“完整午餐”

领导组，同时，县教体局还要求各中心校和试点学校成立了

“三组一会” （即完整午餐领导组、营养餐资金审核组、食

材价格询价组和膳食监督委员会），进一步明确这些机构的

工作职责和任务，充分发挥领导、协调、监督作用，使他们

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共同把这件好事办好。 

结合实际，因地制宜，经过多方调研，我们摸索出了适

合自己实际情况、灵活多样的供餐模式。目前我县完整午餐

的供餐方式有 4种：一是大多学校采用学校食堂供餐；二是

范围小且条件不具备的学校采用托靠大校的方式供餐；三是

距离比较近、交通条件好的几个学校采取联合集中供餐的方

式供餐；四是个别深山区的小学点采用家庭托餐的方式供

餐。多种供餐模式的建立，既符合我县农村中小学的实际情

况，也有效保证了此项工作在教体局的统一指导下科学、规

范、有序地实施，目前四种模式运行良好。 

三、制定严格标准，保证食堂供餐质量 

为了改善农村学生的营养健康状况，真正达到“营养改

善计划”的效果，防止产生“挤出效应”，根据鲁山县域经济发

展的实际条件，借鉴外县经验，我们采用 4+1 的标准模式供

餐，即在国家补助资金的基础上，征求广大家长同意，由家

长再投入 1 元钱（现标准为 5 元），为孩子提供一份营养均

衡的午餐。为让孩子们吃饱、吃好，吃的有营养，我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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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县所有中小学食堂自主经营，不允许对外承包和托管，以

服务学生为宗旨，杜绝中间环节，实行零利润经营，保证 5

元钱足额吃到孩子们嘴里。同时要求各学校结合膳食监督委

员会的意见，认真制定午餐带量食谱，做到一荤、一素、一

主食、一汤。大部分学校基本上是一周五天饭菜不重样，保

证每餐生均一两肉的基础上，加配青菜、木耳、海带、豆腐

等，且保证每周五天所供应的汤类不重样，做到水果蔬菜多

样化。孩子们都说比在家里吃的都好，学生家长和社会各界

反映良好。 

进一步加大校建资金投入，确保学校食堂顺利供餐，我

县享受营养改善计划学校有中小学校 443 所（含教学点），

国家 2011、2012 年的食堂建设项目只有 154 所，大部分学

校没有食堂或食堂陈旧老化，为保证全体学生中午在校就

餐，2014 年夏季，我们不等不靠，想方设法，多渠道筹措食

堂建设资金 950万元，克服一切困难，新建或利用闲置教室

改建了学校食堂，购置了先进的炊具以及冷藏、消毒等设施，

为孩子们构建一个安全、干净、舒适的就餐场所，保证了秋

季开学孩子们如期吃上了卫生营养的午餐。 

四、健全各项制度，确保食品资金双安全 

营养改善计划的实施是一项新的工程，无章可循。为

了使我县学校食堂管理科学化、规范化，确保食堂食品安

全，我们摸着石头过河，摸索出了一套符合我县特色的管

理办法，概括起来说，就是“坚持一个机制、完善一项制度、

严把一个关口、加强一种培训”：“坚持一个机制”即坚持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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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5”工作机制：即落实 3个责任(校长的食品安全第一责

任人的责任、营养餐管理员的直接责任、炊事员的具体责

任)；记好 3 个台账（入库台账、出库台账、索证索票台账）；

坚持 1 个隐患检查（每天一次食堂全方位安全隐患排查）；

要求学校做好 5 个记录（日检查记录、教师陪餐记录、留

样记录、餐具消毒记录、剩饭处理记录）；“完善一项制度”，

即完善《中小学校食品卫生安全若干管理制度》，从食品采

购、验收、储存、发放、组织学生加餐、台帐档案、食用

安全、食品留样、保鲜、废料回收等方面做了详细规定，

要求各学校认真学习并张贴，做到应知应会；“严把一个关

口”即严把原材料入口关，这是食品安全的关键。今年暑假，

我们根据省营养办的文件精神要求，我县完整午餐的食材

采购，将有过去的米、面、油、肉这些大宗商品的集中采

购、定点供应，转变为所有食材全部由政府通过公开招标

的方式确定，以便规范管理和价格统一。食材价格由县物

价和各中心校的价格询查组联合确定；米、面、油等预包

装食品的质量由县工商局负责检查把关，水果、蔬菜由农

业局负责检测把关，肉蛋类由县畜牧局负责动检。确保完

整午餐食材的质量和安全；“加强一种培训”即加强对食堂

从业人员培训和管理，增强他们的安全意识。由县疾控中

心对食堂从业人员进行了统一体检，办理健康证,且在县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大力支持下，对他们进行了食堂操作

技能和食品安全等知识的培训，取得培训考合格证后方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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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订合同上岗，保证食堂从业人员的业务水平及食品安全

意识。 

为规范我县营养改善计划资金的使用，我们出台了《鲁

山县营养改善计划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要求学校食堂账目

要纳入学校财务统一管理，健全食堂财会制度，实行专帐核

算。同时要建立营养餐专帐，专人管理，实行日清、周结、

月核算。同时县教体局下发了统一的出、入库及营养餐结算

统计表，要求全县规范、统一使用。并对营养餐试点学校的

会计进行多次培训，票据，账目统一要求，规范管理。要求

营养餐资金的收支按月结算，月末若有结余，要专项用于改

善学生伙食，严禁用于其他方面的任何支出，且要求学校要

每月公布经费账目、每周的带量食谱，以及用餐学生名单等

信息，接受学生、家长和社会的监督，保证了营养餐资金的

使用安全。 

由于我县领导重视，措施得力，纪律严明，多部门联动，

把广大学生、家长和社会各界是否满意当作衡量学生营养改

善计划实施效果的标准，通过不定期、不间断、不提前通知

的满意度测评，来推动学校食堂工作水平的整改提升。目前，

全县农村义务教育营养改善计划实施工作运行平稳顺利，得

到了学生、家长及社会的高度的评价和充分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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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们的营养改善计划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

还有很多有待改进和提高的地方，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

题:一是全体学生在校就餐，学校水、电、燃等费用支出加

大，一些小范围学校运行困难；二是学校的生活管理任务加

大，增加了老师们的工作量，又加大了学校的安全管理难度；

三是我县还有部分学校食堂条件比较简陋，亟待建设和提

高。四是营养知识教育还有欠缺，我县无专职营养师，师资

队伍比较薄弱。 

今后我们将积极争取社会各界的支持，进一步加大食堂

的基础设施建设，着力解决小范围学校经费不足和师资薄弱

等问题。我们要积极探索新的管理模式，创建学校“营养食

堂”，使孩子们膳食合理，营养均衡。加强学生营养健康教育，

使孩子从小养成良好的膳食习惯受益终生。切实加强学校健

康教师师资培训，提高业务素养，给以学生更好的营养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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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     

总之，学生营养改善工作涉及面广、政策性强，安全风

险高，同时农村学校现有基础条件和管理力量还很薄弱，实

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情况复杂，任重道远。在

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在总结前段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力争

把惠及十万农村儿童的营养午餐工作做的更好、更扎实，让

学生和家长满意，让社会各界满意！ 

我的汇报完了，不当之处，敬请各位领导批评指正。 

   

 2015 年 11月 1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