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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制菜进校园”话题最近引发家长、网友、专家等多方热议——

孩子们的饭菜别“一热了事”
编者按: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校园食品安全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最近，“预制菜进校园”话题引发家长、网友、专家等热议，社交平

台也迅速出现“预制菜岂能进学校食堂”等热门话题。9月11日以来，多地官方机构在答复家长反映的情况时，就“预制菜进校园”问题进

行回应。近日，教育部有关司局负责人也指出，对“预制菜进校园”应持十分审慎态度，不宜推广进校园。本期焦点对此予以关注。

近年来，预制菜因其种类丰富、方便快
捷、节约人工成本等优点，受到不少上班族、
连锁餐饮和中小餐馆的青睐。

新学期刚开始没多久，“预制菜进校园”
一事就被推上风口浪尖。一些地方的学校老
师通过班级群发布通知，告知学校食堂不再
供餐，改由合作的餐饮公司提供预制菜，家长
可自行选择是否缴费，让孩子食用预制菜。还
有网友直接晒出学校家长群发的预制菜订购
信息，包括详细的菜单和配料表，菜单上清楚
地标注着“预制菜”三个字。

9月9日，某地一位网民在人民网“领导
留言板”栏目留言称，他的孩子刚上小学就遇
到了预制菜问题。该网民希望当地教育局和
相关领导能够重视并及时解决这个问题。还
有家长在其他平台留言称，校园无小事，社会
上的小事放到校园都会被放大，更何况是关
系到一日三餐的预制菜。

预制菜进入校园，家长们最担心的莫过
于健康与卫生问题，长期食用会对学生的健
康不利。“学校设饭堂就是为了让学生吃上安
全新鲜的饭菜，如果都让预制菜进校园了，那
孩子们营养怎么保证？”有家长称，预制菜可
以吃，但不适合所有人，在孩子饭菜上不应该
节约时间和成本，校园不应是预制菜的试
验场。

江苏某地一位家长称，孩子学校是统一
配送的半成品，荤菜是半成品，素菜洗好切好
放塑料袋装着，隔一天送去学校。对这种方式
她明确反对，“做过饭的都知道这种肯定会变
质的”。“有的地方学校统一配送的食材都是
新鲜食材，青菜是一棵一棵的，肉类也都是新
鲜的，如果是那种我可以接受。”

央广网最近发布了一则#你对预制菜进

校园最担心哪一点#的投票，有超过41%的网
友选择了“‘科技与狠活’影响孩子长身体”，
有超过21%的网友选择了，“预制菜大都高
盐、高油、高脂肪会增加肥胖风险”。

从媒体调查来看，大多数家长反对预制
菜进校园，一方面担忧预制菜的品质，以及运
输、储藏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食品安全问题；另
一方面则是担忧预制菜在营养方面无法满足
孩子的成长需要。人们为了方便快捷，偶尔会

吃吃预制菜，但恐怕不会有人愿意“顿顿吃”，
更别说让孩子“天天吃”。

由于一些学校采用预制菜当餐食，最近，
不少家长不得不在午餐时段选择给孩子送
饭。从一些家长发布在社交媒体上的视频可
以看到，由于家长不能进入校园，且校园中食
堂关闭后没有就餐的地方，学校门口挤满了
送餐的家长，不少学生只能在校门口蹲或站
着，就着家长手中的餐盒快速吃午餐。

新华社北京9月22日电 近期，
一些地方“预制菜进校园”话题受到
社会广泛关注。近日，记者就“预制
菜进校园”采访教育部有关司局负
责人。

据这位负责人介绍，学校食品安
全和营养健康事关学生健康成长，
教育部长期以来会同相关部门，切
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严
格落实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先
后制定实施了《学校食品安全与营
养健康管理规定》《营养与健康学校
建设指南》等制度规定，不断加强对
学校食品安全和营养健康的管理。

食品安全法第五十七条规定，学

校等集中用餐单位的食堂应当严格
遵守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标准；从
供餐单位订餐的，应当从取得食品生
产经营许可的企业订购，并按照要求
对订购的食品进行查验。供餐单位应
当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标
准，当餐加工，确保食品安全。

这位负责人指出，党和政府高度
重视学校食品安全，十分关心学生健
康成长，广大家长期望孩子在学校吃
得既绿色安全又营养健康。经研究，
鉴于当前预制菜还没有统一的标准
体系、认证体系、追溯体系等有效监
管机制，对“预制菜进校园”应持十分
审慎态度，不宜推广进校园。

孩子的饮食安全，是家长极为牵
挂的事。与现做菜相比，“提前做好
的”预制菜容易引起家长担心：饭菜
是否安全，营养是不是丰富……还有
口味欠佳——这是消费者的普遍认
知，不过鲜有商家承认。

近年来，预制菜越来越走俏，是
因其省时省力，节省成本，可以快速
为大批消费者提供服务。国家发改
委发布的《关于恢复和扩大消费的
措施》也提出，挖掘预制菜市场潜
力，加快推进预制菜基地建设。从全
国范围来看，预制菜市场扩容迅速。
中国烹饪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23
年中国预制菜市场规模预计将超过
5000 亿元人民币，全国现存预制菜
相关企业超过6万家。

学校是培育下一代的特殊场所，
学生的身心健康与安全永远应放在
第一位。预制菜进校园恰需引起各
方面三思。一位校长道出了家长的
心声：预制菜是一个新事物，事关下
一代身体健康，进校园应慎之又慎。

回应这一社会关切，应建立一套
让学生吃得明白、吃得放心的规范，
保障家长和学生的知情权、选择权
和监督权。

首先，预制菜进校园要有“高门

槛”。与一般餐饮机构不同，校园食
堂面对的群体主要是未成年人，正
值身体及智力发育的关键时期，对
食品安全和营养的要求更高一些。
相关管理部门应制定更为严格的准
入门槛，对于拟进入校园的企业及
产品，也应就其营养成分、保质期等
做好详尽的检测释疑工作，守好进
校园的第一道门。

其次，预制菜进校园还得过“审
议关”。学校不是“一言堂”，不能由
少数校领导私下拍板。无论是让学
生投票，还是让家长委员会参与协
商，这项决定须经利益相关方共同
商议，方可施行。

其三，预制菜之外更需留有“选
择权”。多元化的食品供给是幸福生
活的基本需要之一。作为消费者，学
生及家长也应该有知情权。学校在
引入预制菜的食堂窗口，应当以标
识或其他形式对前来用餐的师生予
以告知；还应留有“新鲜窗口”，让孩
子们有更多选择。

最重要的是，拍板的人要有“同
理心”。学校的管理者也好，供应商
也罢，要将心比心，在食品安全这件
大事上，给予孩子们全方位的呵护。

（据《新华每日电讯》）

第四条 学校集中用餐应当坚持
公益便利的原则，围绕采购、贮存、
加工、配送、供餐等关键环节，健全
学校食品安全风险防控体系，保障
食品安全，促进营养健康。

第十六条 学校应当建立集中用
餐信息公开制度，利用公共信息平
台等方式及时向师生家长公开食品
进货来源、供餐单位等信息，组织师
生家长代表参与食品安全与营养健
康的管理和监督。

第十九条 中小学、幼儿园应当
培养学生健康的饮食习惯，加强对

学生营养不良与超重、肥胖的监测、
评价和干预，利用家长学校等方式
对学生家长进行食品安全与营养健
康相关知识的宣传教育。

第二十一条学校在食品采购、食
堂管理、供餐单位选择等涉及学校集
中用餐的重大事项上，应当以适当方
式听取家长委员会或者学生代表大
会、教职工代表大会意见，保障师生家
长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监督权。
学校应当畅通食品安全投诉渠道，听
取师生家长对食堂、外购食品以及其
他有关食品安全的意见、建议。

预制菜，又称为预制调理食品，一
般指以各类农、畜、禽、水产品为原辅
料，配以调味料等辅料，经预选、调制
等工艺加工而成的半成品或成品。预
制菜通常需要在冷链条件下贮存或运
输，供消费者或餐饮环节加工者简单
加热或烹饪后食用。具体可分为四类：

1.即配类，主要指那些免洗免切

的净菜；
2.即烹类，指那些含有调味包或

提前腌制后，需要加热烹饪的半成
品菜肴；

3.即食类，包括即食罐头、各种
色拉等；

4.即热类，如速冻汤圆、自热火
锅等。

《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相关条款

预制菜分类

王怀申作

教育部：对“预制菜进校园”持审慎态度

权威表态

预制菜进校园：关切在“预”，解决在“制”

◎ 王井怀 郭方达

媒体评论

相关链接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表示，家
长表达对“预制菜进校园”的担忧，其实也反
映出一些学校食堂供餐并不透明。“消除预制
菜进校园的担忧，首先就要做到食堂供餐公
开、透明，让学生吃好，吃得安全、有营养。”

“一方面，预制菜行业本身就缺乏明确、
统一的行业标准，让预制菜进校园，会让正在
长身体的孩子面临不确定性风险；另一方面，
对于预制菜的营养，是存在争议的，而法律明
确规定，要给予未成年人特殊、优先保护，也
就是说，必须确保给孩子吃的食品，具有最高
安全标准、营养标准。所以当前，预制菜进校
园还存在争议。”熊丙奇说。

他建议，要让孩子吃好吃得有营养，必须
加强对进校食品材料的安全风险与营养健康
检测，也需要进一步推进“明厨亮灶”，学校食
堂必须公开食材来源、储运、加工、配餐的过
程，对食堂经营进行全过程监督，确保食材的
新鲜、安全与营养。

广东省食品安全保障促进会会长叶树强

表示，“孩子是特殊群体，正处于长身体的阶
段，所以建议学校还是保证提供新鲜的食材，
尽量不要选择预制菜。”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表
示，学校食堂的基本原则是为学生提供有营
养且口感丰富的应季餐食，以保障学生的健
康和正常发育。而预制菜的加工流程更加复
杂，不少存在过度加工，一些甚至含有一定的
添加剂。“新鲜的食物肯定比预制菜更健康。”

在律师秦辉看来，预制菜在现阶段并不宜
销售给中小学生。他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未
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对未成年人一整套的综
合保护体系，即从家庭保护、学校保护到社会
保护。他说，如果预制菜作为一种食品可以无
一例外地销售给任何人，那么，保护未成年人
保护的法律所强调的“特殊保护”难免落空。

中国烹饪协会有关负责人表示，预制菜
虽可以进行标准化、工业化、规模化生产，实
现源头采购，更易实现对原料品质的把控。但
在目前的实际操作过程中，预制菜的食品安

全风险仍然存在，时常出现使用劣质食材、生
产不规范、卫生不达标、菜品高盐高脂肪、包
装材料不安全、菜品变质等情况。

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蓬认为，对于
预制菜进校园，当前在顶层设计方面还有所
欠缺，对预制菜行业尚未设立准入门槛，同时
在标准体系、质量内控体系等方面基本也无
法可循。所以从目前情况看，首先要推动行业
标准出台，考虑食品安全以及营养和风味保
障等，之后再谈预制菜进校园的问题。

在这次讨论中，有识之士纷纷表示，孩子
是祖国的未来，校园食品安全不只是预制菜
能否进校园的问题，还有筑牢整个安全网的
问题，无论是不是预制菜，都必须“严”字当
头，在采购管理、烹饪销售、营养搭配、后厨管
理、餐厅管理、清洗消毒等方面做好全链条监
管，把好各个关口，确保学生饮食安全放心。

（综合自《中国新闻周刊》《南方日报》《北
京青年报》《海南特区报》《重庆晨报》《成都商
报》等）

针对预制菜进入校园的问题，部分地方
的学校和教育部门陆续作出一些回应。

广东碧桂园实验学校校长陈钱林表示，
他反对预制菜进入校园。他认为，预制菜是一
个新事物，对人的健康影响尚未得知，“绝对
不能在孩子们身上做实验”。

海南省海口市金宇学校总务处副主任林
书善表示，该校提供的午餐从未使用过预制
菜。“我们多次到供餐企业进行考察，给学生
供应的食品基本都是现炒现做的。”

9月15日，海口市琼山区教育局在海口
市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官方网站回应市民诉求
时称，琼山区教育局高度重视市民关心的预
制菜进学生食堂的问题，教育局已召开部署
会，目的是让各校园加强食堂管理，配餐公司
严格按照要求配餐，从食品卫生和安全上把
好关，不要使用预制菜，坚决杜绝购买加工不

卫生不新鲜的肉类等现象。
海口市椰博小学校长叶丽敏表示，该校通

过中央厨房给学生供餐，食材可以放心。“琼山
区教育局近日已经召开会议，强调学校不使用
预制菜，学校不可能给学生吃预制菜。”

近日，山东青岛市教育局局长姜元韶在
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说：“前段时间我们做了
认真摸排，可以确切地告诉大家，网上所说的
这种预制菜，全市中小学、幼儿园没有使用，
我们也不准备使用这种预制菜。”

广东东莞南城教育管理中心在9月12日
回应当地一初中学生家长时表示，家长反映
的学校食堂饭菜大部分选用新鲜食材烹煮，
但鸡腿（翅）、鸭腿（翅）、肉扒、肉丸类，会选择
冰鲜食品和冻品搭配。

9月14日，浙江湖州市教育局就校园食
堂内是否存在预制菜等情况答复称，湖州市

要求学校食堂采购新鲜食材，目前没有预制
菜进入校园，教育局将进一步加强监督
管理。

9月17日，海南12345热线在回答市民有
关预制菜进校园的问题时透露，海南省教育
厅、海南省农业农村厅已进行联合部署，暂不
支持不鼓励预制菜进校园，将全力保障校园
食品健康安全。

近日，四川省成都市教育局称，没有将预
制菜纳入大宗食品原料配送范围。四川省泸
州市教育和体育局也表示，目前泸州市中小
学幼儿园食堂暂不存在网络上热议的“预制
菜进校园”现象。

9月19日，有媒体记者以家长身份咨询
了福建省福州市教育局，相关工作人员答复
称“并没有预制菜进入校园，这是禁止的”。

● 多地回应：目前不支持预制菜进入校园

● 专家建议：未成年人需要给予特殊保护

● 家长呼吁： 校园不应是预制菜的试验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