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热点关注
首都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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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
教育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
事关师生身体健康，事关亿万家
庭幸福，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将
于4月1日起施行的《学校食品
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有哪
些实质性举措，将如何让孩子们
“吃得安全”“吃得健康”？教育
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有
关负责人近日作出了解读。

建立集中用餐陪餐制度

为保障学生在校用餐的质
量，管理规定提出，中小学、幼儿
园应当建立集中用餐陪餐制度，
每餐均应当有学校相关负责人
与学生共同用餐，做好陪餐记
录，及时发现和解决集中用餐过
程中存在的问题。管理规定同
时提出，有条件的中小学、幼儿
园应当建立家长陪餐制度。各

校可根据本校实际情况，酌情建
立相应工作机制。

有关部门表示，陪餐制度将
有助于推动学校校领导更加重
视学校食品质量的日常监管，及
时发现问题、反馈问题和解决问
题，更好地保障学生用餐安全与
营养健康。鼓励家长参与陪餐，
有利于家长和社会更好地了解
学生用餐情况，减轻不必要的疑
虑，结合实际提出各类改进建
议，推动学校集中用餐相关工作
良性发展。

针对学校用餐人员相对集
中、学生体质较为敏感等特点，
结合近年来学校食品安全事件
发生原因，管理规定对学校提出
了一些特殊要求。如学校食堂
不得采购、贮存、使用亚硝酸
盐。中小学、幼儿园食堂不得制
售冷荤类食品、生食类食品、裱

花蛋糕，不得加工制作四季豆、
鲜黄花菜、野生蘑菇、发芽土豆
等高风险食品等。

严防严控食品安全风险

有关部门介绍，管理规定结
合学校特点，专设一章，规范食
堂加工制作全过程控制，对学校
食堂设施设备配备、布局流程、
从业人员管理，以及食品采购、
进货查验、食品贮存、加工制作、
餐饮具清洗消毒、食品留样等各
环节作出详细规定，力求建立贯
穿采购、贮存、加工制作、供应全
过程的学校食品安全风险防控
体系。

管理规定强化了学校食品
安全社会共治。除提出有条件
的中小学、幼儿园应当建立家
长陪餐制度外，管理规定还要

求，学校建立集中用餐信息公
开制度，及时向师生家长公开
食品进货来源、供餐单位等信
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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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条件的学校食堂
应当做到明厨亮灶，通过视频
或者透明玻璃窗、玻璃墙等方
式，公开食品加工过程。

加强食品安全与
营养健康教育

管理规定在总则中明确提
出，学校应当开展食品安全与营
养健康的宣传教育。

据介绍，为明确健康教育的
各方责任，管理规定要求，教育

部门指导和督促学校推进健康
教育，提升营养健康水平；卫生
健康主管部门对学校提供营养
指导，倡导健康饮食理念，开展
适应学校需求的营养健康专业
人员培训，指导学校开展营养健
康知识教育。

管理规定要求，学校将食品
安全与营养健康相关知识纳入
健康教育教学内容，通过多种形
式开展经常性宣传教育活动，并
根据有关标准，因地制宜引导学
生科学用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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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条件的中小学、幼
儿园应当每周公布学生餐带量
食谱和营养素供给量。

近年来，北京市检察机关针
对食品药品安全领域侵害众多
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重点、热点问
题，积极依法履职，回应社会关
切，服务保障民生。通过制发行
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积极
督促和支持行政机关依法正确
履职，从源头预防、查堵监管漏
洞，形成食品药品安全公益保护
合力，实现“双赢多赢共赢”的最
佳司法状态。

按照最高人民检察院的部
署，积极开展“保障千家万户舌
尖上的安全”检察公益诉讼专
项监督活动。有针对性地将网
络餐饮食品安全、医疗机构虚
假宣传、现场制售饮用水机卫
生安全、校园周边托管机构食
品安全、水源地保护等作为监
督重点，部署开展全市专项活
动，促进领域治理能力不断提
升。截至目前，北京市检察机
关针对食品药品安全领域，共
制发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
议 60件，实现上述领域全覆
盖，法定期限内行政机关回函
整改率达100%，切实增强了检
察机关服务保障食品药品安全
的实效性。

“重拳出击”
网络餐饮违法行为

针对网络店铺无实体经营
门店、无食品经营许可证或许可
证超过有效期、订餐平台未履行
审查、公示、更新、监测等义务，
全市检察机关在一个月内，共排
查订餐平台上店铺1749家，线
下现场核实396家，确定违法主
体255家，向相关行政机关制发

检察建议20份。通过检察建议
督促行政机关加大专项执法力
度，规范订餐平台审核公示义
务，对违法店铺罚没款共计200
余万元；在全国率先启用网络监
测系统，督促订餐平台下线违法
店铺近2万家。上述工作得到
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肯定并写入
今年工作报告，真正实现“让群
众点外卖更放心”。

“坚决亮剑”
医疗保健虚假宣传

针对医疗机构、保健品公司
虚假、夸大治疗效果、与专业机
构合作、动辄出现“最新”“最佳”
字眼等“忽悠”行为，检察机关加
大监督力度，共发送检察建议7
件，督促相关监管部门加大处罚
力度，开展医疗机构广告专项整
治，召开行政告诫会，要求辖区
内所有医疗机构集体签署诚信
医疗广告宣传承诺书，承诺守法
经营，杜绝虚假违法广告的发
布，维护广大患者医疗权益。

“聚力净水”
保障人民群众饮水安全

针对现场制售饮用水机存
在无卫生许可或卫生许可过期，
无水质自检记录，周边环境脏乱
差等情况，全市检察机关开展专
项监督活动，15个区院对全市
254处现场制售饮用水机进行
实地检查，向相关行政机关发出
23件检察建议，促使各职能部
门全面排查现场制售饮用水机
2513处，累计处罚各类经营主
体387家，共处罚款31万余元，

采取有效措施严防、严管、严控
居民饮用水安全风险，确保居民
家门口的“直饮水”水质安全。

“绿伞护苗”
保障校园周边食品安全

针对部分校外托管机构在
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的情况
下为学生提供集中就餐的问
题，向有关部门发送检察建议，
推动有关部门进行有效查处并
组织开展专项整治活动，共排
查校外培训托管机构37家，关
停3家，整改13家，清除校园周
边食品安全隐患，为广大学生
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源头呵护”
保障饮用水源地安全

针对垃圾堆放、违规建设污
染水源地的情形，检察机关进一
步加大顾本治源力度，制发检
察建议，督促属地政府将年存
近两万吨的垃圾堆放点“搬
家”，有效保障了饮用水水源安
全，被《检察日报》改编为中国检
察故事刊发。

食品药品安全是与老百姓
生活最直接、最接近，与每个人
都息息相关的问题，是广大消费
者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北京
市检察机关将始终坚持“三首”
定位，继续深入推进“保障千家
万户舌尖上的安全”检察公益
诉讼专项监督活动，实实在在
办理为民、利民、护民的典型案
件，努力提供更丰富更优质的公
益诉讼检察“产品”。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

品牌化是农业现代化的核
心竞争力和重要标志，品牌强
则农业强，应将加强中国农产
品品牌建设提升为国家意志、
国家理念和国家战略。农产品
品牌建设是品牌农业发展的重
要组成部分，农产品品牌的发
展有利于带动我国农业规模
化、专业化、标准化、产业化;有
利于提升农业效益;有利于保
障农产品质量安全;有利于提
升市场竞争力;有利于推动农
业生产向优势区域集中和产业
结构优化。

近年来，各类品牌建设的
相关主体积极探索农产品品牌
建设路径，创新品牌发展模式，
农产品品牌处于迅速发展时
期。但是，在数量增长的同时，
我国农产品品牌建设总体基础
仍然较差，具有市场竞争力的
产品品牌少;大多数的农产品
品牌影响范围局限于局部区
域，国际知名农产品品牌极少;
尽管各类农业经营主体的品牌
意识不断增强，但品牌的思想、
理论和制度体系尚未完全建
立，农产品品牌制度和评价体
系尚未健全，缺少统一、系统的
规划组织和引导。农产品品牌
建设在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相
关主体的独立行动上。农产品
区域公用品牌资源尚未得到有
效的整合，区域内各主体间品
牌联动效应没有得到很好的发
挥，代表国家形象的知名农产
品品牌还很少。

在梳理国内外相关的文献
基础上，提出相关的研究假说，
并基于2014年6-8月对安徽
茶叶、山东蔬菜、内蒙古乳业和

东北大米品牌建设进行的深入
调研，遵循全面深化改革的发
展市场环境需求和正在加快形
成的“大生产、大市场、大流通、
大品牌”的现代农业格局，对加
快推进中国农产品品牌建设，
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积极谋划品牌农业发展
的顶层设计，制定品牌发展体
系和规划。在战略层面上加强
顶层设计，整合各方面的资源
进行系统谋划。完善农产品品
牌思想体系、理论体系和制度
体系，引导品牌建设规划。对
农产品品牌发展进行科学的规
划，指导农产品品牌建设的分
类、分层、分区发展规划。进一
步明确我国农产品品牌发展的
指导原则、发展目标、主要任务
和扶持措施。在全国选择特色
鲜明、品质优良、市场潜力大的
优势区域和产品，突出特色，立
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做好
特色文章，实现差异竞争，错位
发展，避免低水平同质化竞争，
打造若干全国知名区域农产品
品牌;依托区域优势产品，整合
资源强品牌，培育若干国际知
名农产品品牌。

2.强化市场主体地位，正
确处理政府引导和市场主体的
关系。农产品品牌建设本身就
是市场的产物，不应是政府的
行为。因此，各类市场主体是
品牌建设的主力军，即使是区
域农产品品牌建设，也要充分
发挥市场主体积极性。政府在
农产品品牌建设过程中主要应
给予政策支持和引导，创造良
好的市场环境，加大知识产权
保护力度。 ＞＞下转05版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

发挥职能构筑食品药品安全“防火墙”
农业品牌化为何是农业
现代化的核心竞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