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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山市周市镇学校食堂食品安全现状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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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掌握昆山市周市镇中小学校食堂食品安全现状, 找出薄弱环节, 有针对性的提出对策。方法  

通过对周市镇 43 所中小学校食堂进行现场检查, 食品安全管理人员的调查, 台账资料查阅了解学校食堂安全

现状。结果  学校食堂持证、从业人员持健康证、管理制度健全较好, 但食堂布局流程、原料采购、从业人

员食品安全意识等还存在不足, 有 6 家设施设备老化、1 家未设置预进间、7 家未实施“五常”管理。结论  教

育局、市场局和学校应分工协作, 加强内部管理和外部监管, 通力协作做好自己分管的工作范围, 预防学校食

源性疾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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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supervision mode of school canteen 
food safety in Zhoushi of Kuns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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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master the status quo of food safety in the canteen of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s of 

Zhoushi town in Kunshan city, find out the vulnerable spots, and give pertinence countermeasures. Methods  

Through the on-site inspection of the dining rooms of 43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s in Zhoushi town,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food safety management personnel, and the reference of the ledger data,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school canteen food safety were understood. Results  The dining rooms had business licenses and practitioners 

had health certificates, management system were good, But the  dining rooms layout process, raw material 

procurement, courses of food safety consciousness for practitioners are also insufficient.There are 6 dining rooms 

facilities aging,1 dining room doesn‘t set advance entrance room,7 dining rooms don’t implement “5C” management.  

Conclusion  The education bureau, the market bureau and the school should divide the work, strengthen the internal 

management and external supervision, and cooperate with each other to do their own work, so as to prevent the 

occurrence of foodborne diseases in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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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学校食堂是为学生提供用餐的主要场所, 是学校不

可或缺的一部分, 由于学生自身抵抗力较差, 很容易受到

食品中危害因素的影响, 学校食堂用餐聚集性较强, 食品

安全关系到学生的身体健康, 能否正常学习, 一旦发生食

品安全事故, 会引起一系列的反应, 关系到社会和谐与稳定, 

所以学校食堂一直都是食品安全监管的重点难点工作[1]。近

年来, 昆山市政府高度重视学校食堂餐饮安全工作, 通过

监管部门日常监管、教育主管部门通力合作以及学校自身

努力, 结合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 积极探索学校食堂监管

新模式, 尝试在学校食堂中试行远程网络监控模式[2]、“五

常”法管理等, 有效促进了昆山市各类学校食堂的食品安

全。本研究对食堂目前管理情况、监管难点及原因行分析, 

并对提出学校食堂安全监管措施, 以期为学校食堂安全监

管提供参考。 

2  食堂目前管理情况 

昆山市周市镇共有 43 所各类学校, 其中 10 所看护

点、20 所幼儿园、11 所小学和 2 所初级中学, 看护点和 2

所学校为民办, 其余均为公办, 公办学校使用财政资金, 

但申请审批手续繁琐, 民办学校是根据自身经济条件来配

置[3], 由于受到资金、人员等各方面的影响, 学校食堂的硬

件配置只能基本满足暂时的需要[4], 食堂由各学校后勤负

责, 并没有统一的标准, 所以各学校根据实际情况来管理

运行。 

2.1  硬件配置参差不齐 

学校食堂未能在建造前按照食品卫生的要求设计合

理的流程和备餐间、储存间等, 有 1 所学校投入使用后未

能设置预进间等必需的功能间, 使用时间长了防蝇防虫设

施老化, 与相关文献报道一致[5], 有 2 所幼儿园食堂受到

面积限制 , 水池数量少 , 导致荤素专用水池和洗碗池混

用。使用时间长了天花板和地砖破损, 这涉及到房屋改造

维修往往会拖延到暑假。周市镇 6 家学校食堂使用时间长

了设施设备老化、损坏, 但由于涉及到政府资金, 采购需

要招标, 手续繁琐, 时间长, 因为餐具消毒柜老化有 4 家

食堂餐具抽检大肠菌群不合格。 

2.2  食堂部分从业人员食品安全意识薄弱 

食堂工作人员是由学校自己招聘的, 有 81%为 45 岁

以上的人员, 文化程度低, 未接受过食品安全知识培训, 

食品安全观念淡化, 原材料和半成品、荤素混放。剩饭剩

菜保存在冰箱第二天加热后继续食用。自身未养成良好的

卫生习惯, 私人物品随处乱放, 甚至放到备餐间。在日常

工作中无法采取有效的措施来降低食品安全风险[6]。 

2.3  原材料质量缺乏保障 

学校为了控制成本, 一般原材料都是直接从农贸市

场购买, 索证索票记录不全, 价格低的蔬菜肉制品等无法

提供检验证明, 调味料有可能出现假冒伪劣产品, 缺乏辨

别真假的方法。采购回来后直接放地上易腐败变质, 不及

时清理。虽然学校每天会安排老师和食堂负责人一起对采

购回来的原材料验收, 但由于缺乏相关的仪器设备和专业

的知识, 不能很好的发现问题。 

3  监管难点及原因 

3.1  食品监管部门力量薄弱 

学校食品安全工作由教育局、市场监督分局和学

校三方组成 [7]。以本镇分局为例 , 有初中 2 所 , 小学 11

所 , 幼儿园 20 所 , 学前看护点 10 所 , 而分局监管人员

有 15 名干部和 20 名协管 , 日常监管中除了学校食堂外 , 

还要对其他食品经营单位的日常监督管理 , 同时还兼

负有工商和质监的职能 , 使得监管人员无法做到“职业

化”监管。  

学校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而监管部门的工作往往点

到即止, 重指导, 轻处罚, 而处罚本身就是一种有效的督促

整改的手段, 但由于其他各种原因难以将整改执行到位, 最

终都会影响学校食堂食品安全工作。按照《食品安全法》[8]

的要求可以暂停其经营活动, 师生的饭菜供应将从外面购

买, 短时间内无法保证外送盒饭的安全性。 

3.2  学校管理不规范 

学校管理者将重点放在教学工作上, 食堂交由总务

处或者后勤管理, 缺乏专业人员指导。食堂的日常工作都

交由“大厨”负责, 而部分“大厨”原来只是一名农村厨师, 

未经过正规培训, 缺乏食品安全相关知识, 在实际工作中

还是按照习惯和方便来做, 对设置的功能间基本不使用。

食品安全管理员一般由校医或保健老师兼任, 无法做到专

职, 限制发挥了校医或保健老师的作用, 积极参与学校食

堂食品安全管理, 未能执行食品安全管理制度, 从业人员

健康管理和培训只是一个形式, 从业人员的晨检都由自己

填写, 如果请假会扣钱, 导致食堂工作人员隐瞒病情, 带

病上岗。 

4  学校食堂食品安全监管措施 

坚持预防为主, 落实日常工作, 食品安全监管常态化, 

改变原来以学校全面管理为主的模式[9], 由教育局、市场

监管局和学校分工协作 , 统一指导思想, 创新工作方法, 

如强化食品安全管理员的职责、加强自查等完善内部管理

制度和加强主管部门的外部监管力度, 通力协作做好各自

分管的工作范围[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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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教育局 

食堂原材料统一配送: 由市教育局招标原材料配送

单位[11], 配送单位负责统一采购原材料, 审核原材料的相

关资质证明后购买, 然后每天配送到各个学校, 保障了原

料安全, 改变了原来各个学校自己采购, 无法从源头上控

制的问题。每年安排一定的专项“维修资金”, 专款专用保

证经费用于房屋改造和设施设备的添加, 如当年的资金没

用完可以继续留在专用账户上, 便于以后的需要。 

4.2  市场监督管理局 

对学校厨师定期培训: 基层分局[12]负责对本辖区学

校食堂, 可以对主要的厨师定期培训考核, 强化食品安全

意识, 通过他们在平时的工作中再向食堂其他工作人员

宣贯食品安全知识, 提高整个学校的食品安全意识。建设

远程监控系统: 基层分局联合镇食安办试点对各个学校

食堂的关键区域安装摄像头 , 接入监控系统 , 随时随地

能查看各个学校的现场制作情况, 这样可以减少监管人

员现场监管频次, 让食堂工作人员时刻注意个人卫生行

为[13]。后期成熟以后可以接入家长委员会平台, 请家长一

起来监督日常饭菜制作过程[14]。大力推广学校食堂五常

(5C)管理(常分类、常整理、常清洁、常检查、常自理), 力

求帮助各食堂降低成本, 提高效率, 保证安全。不定期对

食堂进行检查, 动态打分, 根据最终得分评定等级, 量化

分级管理[15], 如果是 A 级的可以减少检查频次, B 和 C 级

就至少每半年一次, 提出整改意见, 提供书面整改报告, 

D 级的需要停业整改。 

4.3  学  校 

落实学校的主体责任, 增加食堂硬件投入, 有条件的

食堂在改造前先将图纸请食品安全监管人员审核, 设置更

合理的布局流程, 购置跟用餐人数相匹配的食品加工和储

存设备。制定合理的管理制度, 安排专职负责食堂的食品

安全管理人员, 从业人员取得健康证明后才能上岗, 每天

晨检和记录其身体、心理及情绪状况。按照要求, 建立 5

本台账: 索证索票记录、晨检记录、消毒记录、餐厨垃圾

销毁记录和添加剂使用记录。原材料等的采购验收, 做到

索证索票记录, 定期检查是否有过期食品。每学期初制定

培训计划, 普及食品安全知识, 对不同岗位的从业人员有

针对性的培训, 让他们知道所在岗位的关键危害控制点, 

在以后的工作中按照要求执行。不定期的邀请家长、老师

和监管部门对食堂进行检查, 对土豆和四季豆等特殊食材, 

均做到经常抽查, 确保不存在问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

公示制度, “明厨亮照”, 开展“五常”管理, 结合要求开展自

查, 对自查和外部监管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在保证功能

间的正常使用, 已经烧好的菜及时放入备餐间。根据规定

要求, 做好每餐的留样, 对留样品种、数量、时间、专用

冰箱及处理等做好记录。加强食具、容器消毒的监管。 

5  结  论 

食堂作为学生在学校用餐的主要场所, 食品安全、食

堂卫生管理尤为重要。通过教育局的统一配送、市场监管

局的日常监督管理和学校落实日常主体责任, 从而健全学

校食堂卫生管理制度, 加强对重点环节和细节监管, 是保

证食堂食品安全的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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