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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据教育部网站消
息，教育部最近发布《农村义务
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专项督
导报告》。《报告》指出，从督导情
况看，各地对营养改善计划的复
杂性、艰巨性、长期性认识不足，
实施过程中存在地方主体责任
有待进一步落实、食堂供餐比例
有待进一步提升等问题。

《报告》介绍，为扎实推进
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
划(以下简称“营养改善计划”)，
推动相关省(区)营养改善计划
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全覆盖(以
下简称“全覆盖”)工作稳妥有序
实施，5月23日，国务院教育督
导委员会办公室印发《关于开
展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
计划专项督导的通知》，启动开
展营养改善计划专项督导工
作，重点督查各地工作开展、供
餐管理、食堂建设、资金使用管
理、信息公开公示、宣传教育以

及相关省(区)国家扶贫开发重
点县全覆盖工作进展情况等7
个方面24项内容。

6月12日至16日，在各地自
查基础上，采取“双随机”方式，组
织5个督导组，对河北、山西、内
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
河南、湖南、海南等10个省(区)进
行了实地督导，督促上述省份进
一步加大工作力度，确保到2017
年秋季学期开学实现营养改善计
划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全覆盖。

《报告》指出，各地主要做
法和成效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一是各地党委、政府高度重视
营养改善计划工作，认真贯彻
有关政策措施，加强各部门协
调配合，积极推动各项工作落
实。二是各地高度重视食品安
全管理工作，不断改善供餐条
件，规范食堂日常管理，加大培
训力度，加强监督检查，确保食
品质量和安全。三是各地认真

贯彻营养改善计划资金管理政
策措施，严格落实实名制信息管
理制度，强化资金监管，确保资
金使用安全、规范和有效。四是
各地按照有关规定，结合本地实
际，利用网站、报刊、广播、电视、
宣传栏等及时公开营养改善计
划工作进展情况，宣传有关政策
措施，普及科学营养知识，推动
营养改善计划更好实施。

《报告》还指出，河北、山西等
10省(区)高度重视营养改善计划
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全覆盖工
作，采取有力措施，健全工作机
制，加大投入力度，合理调配工作
人员和相关设备，切实做好各方
面的保障，确保全覆盖工作的顺
利推进。截至6月中旬，吉林、黑
龙江、海南所有12个任务县已全
部开餐。山西、内蒙古、江西、湖
南16个任务县已全部开餐，其余
19个任务县计划到秋季学期开
学实现开餐。河北、安徽、河南

41个任务县计划到秋季学期开
学实现开餐。目前，实现全覆盖
目标的 28个县市共覆盖学校
2447所，受益学生53.9万人。

《报告》指出，从督导情况
看，各地对营养改善计划的复杂
性、艰巨性、长期性认识不足，在
实施过程中还存在一定的困难
和问题。其存在的主要问题包
括：地方主体责任有待进一步落
实、食堂供餐比例有待进一步提
升、食品和资金安全有待进一步加
强、营养健康教育有待进一步深
入、全覆盖工作有待进一步推进。

最后，《报告》提出五点督导
建议：一是落实地方政府主体责
任，地方各级政府是营养改善计
划的责任主体和实施主体。二
是提高学校食堂供餐比例，各地
要根据当地实际，统筹校舍维修
改造长效机制、薄弱学校改造等
项目和资金，建设一批设施齐
全、功能齐备、卫生达标的学校

食堂，切实提高学校食堂供餐能
力。三是强化食品和资金安全
监管，各地要落实好教育部、财
政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义务
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有关管
理工作的通知》，围绕食品安全
管理和资金使用管理等重点领
域和关键环节，全面落实管理
责任，提高规范管理水平。四
是做好宣传教育工作，各地要
通过多种形式，向社会广泛宣
传营养改善计划政策措施，引
导社会和家长正确认识营养改
善计划政策内涵，避免“挤出效
应”。五是加大全覆盖工作力
度。相关省份要认真落实国家
扶贫开发重点县学生营养改善
计划协议书，加强省级统筹，把
试点所需资金纳入地方财政预
算保证，改善供餐条件，配备必
要的工作人员，确保到2017年
秋季开学实现营养改善计划国
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全覆盖。

教育部：农村学生营养改善计划食堂供餐比例待提升

近期，国家食品药品监管
总局组织抽检蔬菜制品、水果
制品、粮食加工品、肉制品、调
味品和饮料等6类食品456批
次样品，抽样检验项目合格样
品 452批次，不合格样品 4批
次。根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个别项目不合格，其产品即判
定为不合格产品。具体情况通
告如下：

一、总体情况：蔬菜制品60
批次，不合格样品1批次。水
果制品113批次，不合格样品3
批次。粮食加工品97批次，肉
制品92批次，调味品27批次，
饮料67批次，均未检出不合格
样品。

二、不合格产品情况如下：
（一）1号店商城内发从食

品专营店在1号店（网站）商城
销售的标称丹东大同江食品
有限公司生产的糖醋蒜米，苯
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
检出值为1.6g/kg，比国家标准
规 定（不 超 过 1.0g/kg）高 出

60%。检验机构为河北省食品
检验研究院。

（二）天猫思宏旗舰店在
天猫（网站）商城销售的标称
沧州思宏枣业有限公司生产
的芝麻枣，霉菌检出值为3.1?
102cfu/g，比国家标准规定（不
超过 50cfu/g）高出 5.2倍。检
验机构为深圳市计量质量检
测研究院。

（三）天猫憨豆熊旗舰店在
天猫（网站）商城销售的标称安
徽省憨豆熊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生产的圣女果，二氧化硫残留
量检出值为0.90g/kg，比国家标
准规定（不超过0.35g/kg）高出
1.57倍。检验机构为深圳市计
量质量检测研究院。

（四）南宁市展福便利店销
售的标称广西贺州市芬芳果蔬
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皇家梅，
二氧化硫残留量检出值为
0.80g/kg，比国家标准规定（不
超过0.35g/kg）高出1.29倍。检
验机构为广东产品质量监督检

验研究院。
三、对抽检中发现的不合

格产品，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
局已通报相关省份依法予以查
处，并要求河北、辽宁、安徽、广
西等省（区）食品药品监管局责
令生产企业查清产品流向、召
回不合格产品、分析原因进行
整改；要求河北、辽宁、安徽、广
西等省（区）食品药品监管局责
令流通环节有关单位立即采取
下架等措施控制风险；要求上
海、浙江等省（市）食品药品监
管局责令网络食品交易平台
对不合格产品立即采取下架
等措施控制风险、查清入网经
营者信息并及时通报相关食
品药品监管部门。不合格食
品生产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
平台所在地省级食品药品监
管部门自通告发布之日起7日
内向社会公布风险防控措施，3
个月内向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
局报告核查处置情况并向社会
公布。

本报讯 8月22日，丰台区食药安委2017年第四
次全体会议在区食品药品监管局召开。丰台区政府
办公室副主任种建辉，区食药安办主任、食品药品监
管局局长李云鸿，以及来自区食药安委各成员单位、
各街乡镇有关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上，李云鸿就关于做好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
会食品安全督察工作的通知，北京市政府2017年食
品安全考核，落实党政同责、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
工作的意见，创建北京市食品安全示范区，开展无
照无证餐饮安全整治等工作做出具体部署，要求各
成员单位按照相关要求对标落实，共同维护全区食
品安全。

种建辉对丰台区食药安委各部门前期开展的工
作表示肯定，并提出三点要求。一是高度重视，切实
提高食品安全责任担当。各成员单位要坚持“四个
最严”要求，提高认识、统一思想，抓好食品安全各项
工作。二是聚焦重点，切实抓好创建北京市食品安
全示范区、阳光餐饮建设等工作。三是全力以赴，做
好年底考核迎检工作。

本报讯 贾兰 为深入推进“食品安全示范区”创
建，扩大“食品安全示范区”的知晓率，房山区拱辰街
道食品药品监管所在辖区重点区域悬挂“创建”宣传
条幅20余条。此次悬挂的宣传口号来自房山区创建
食品安全示范区的主题词和宣传口号，提高了群众
对“创建”工作的支持和关注度。

同时，拱辰所通过微信等新媒体平台向辖区餐
饮企业宣传了创建主题词和宣传口号，并利用餐饮
企业资源，以条幅或LED屏形式进行宣传，营造了

“食品安全示范区”共建共享的良好氛围。

国家食药监管总局通告4批次食品不合格情况

近日，农业部中国绿色
食品发展中心在 2017年绿色
食品产品质量抽检中，发现3
个产品均镉超标，依据绿色
食品相关标准，这3个产品被
确 定 为 不 合 格 产 品 。 按 照
《绿色食品产品质量抽检工
作管理办法》《绿色食品标志
使用证书管理办法》和《绿色
食品标志使用合同》的规定，
决定取消 3个产品的绿色食

品 标 志 使 用 权 并 撤 销 其 证
书。并要求立即停止在上述
产品包装及广告宣传上使用
绿色食品标志,并将产品的绿
色食品证书交还中国绿色食
品发展中心。自通知日起三
年内，将不再受理该 3个产
品的绿色食品标志使用许可
申请。

3个被取消绿色食品标志
使用权并被撤销其证书的产品

分别是：
江西文博粮业有限公司生

产的：绿作坊牌稻佳米（产品
编号：LB-03-1408148358A）、
御 穗 米 （ 产 品 编 号 ：
LB-03-1408148360A）。

诸暨市翠生圆食品有限
公司生产的：翠生园+拼音+
图形牌翠生园枫桥香榧（产品
编号：LB-19-1411115236A）。

（央视网）

绿作坊牌稻佳米等三产品不合格被取消绿色身份

丰台区食药安委会
第四次全体会议召开

房山区食药监局拱辰食药所
与企业共同宣传“食品安全
示范区”创建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