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眼下，可能没有比预制菜更让家长操
心的事情了。近日，全国多地曝出预制菜
进校园的消息，从幼儿园到小学，从中学
到大学，这也引发了家长的高度不安和焦
虑。对此，教育部有关司局负责人在接受
采访时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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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制菜的诞生是食品工业化的必然
结果，有统计数据显示，到2026年，我国预
制菜市场规模将达到万亿级。此外，大家
日常食用的预制菜也远比想象的更多，如
大众最熟悉的方便面和速冻饺子都是典
型的预制菜。快餐厅、火锅店乃至普通的
正餐店里，预制菜更是比比皆是。但是，
这一波家长对于预制菜进学校食堂的“恐
慌”，却难言是过度反应，教育部强调当前
阶段预制菜进校园应该持审慎态度，确实
很有必要。

在很大程度上说，预制菜令家长产生
的担忧，是多个问题杂糅之下塑造的，我
们需要分别看待、对症下药，才能减少家
长对校园食品安全的担忧。首先，由于预
制菜相关概念和标准不够明确，使得大众
对于预制菜的了解还存在隔阂。比如，很
多家长认为预制菜就是“料理包”，但在预
制菜中，即配型和即烹型才是主流。也就

是说，虽然预制菜产业规模和消费规模都
已不小，但预制菜是一个复杂的概念，还
需要从监管部门到食品生产企业等，加强
对相关概念、标准的社会普及。同时，推
动预制菜国家标准的早日建立。一句话，
只有让全社会对预制菜有更准确的了解、
认知，才能在接纳上有更客观、科学的态
度，而不是一谈到预制菜就“色变”。

另一方面，相比于笼统地抵制预制
菜，家长和业界更应关心的是预制菜的生
产、运输是否合规，校园食堂的供餐企业
是否具备资质。这其实主要涉及的是校
园“阳光食堂”的建设问题。比如，这次有
学生家长就发现，午餐中使用预制食材却
不在菜单上显示、学校引进预制菜不和家
长商量，有的预制菜食材过期甚至腐败，
这样的操作和场景令人担心实属正常。
可见，这一轮预制菜带来的争议，背后与
部分学校长期以来在校园食堂的采购、招
标上的不透明息息相关。当校园食堂管

理的“老问题”遇上预制菜这个新事物，便
进一步放大了家长的担忧。就此来说，即
便当前暂缓预制菜进校园，要真正让家长
对校园食品安全放心，加速校园食堂管理
的透明化，依然是无法绕开的关键环节。

因此，这次预制菜风波，应该说对预
制菜产业的发展，以及校园食堂管理都带
来了警示和教训。对前者来说，尽管近几
年预制菜产业发展的速度很快，很多地方
也将之当作重要的新兴产业，但作为一个
新事物，在发展过程中还是应该注重加强
与社会的沟通、交流，提升科普力度。比
如，预制菜的具体种类是什么，每个种类
的差别是什么，在安全、营养方面与现烹
菜又有何区别，具体又是通过哪些工艺、
材料来平衡保鲜和安全的？这类关键信
息，都直接关系到消费者对于预制菜安全
的认可，与其让消费者“将信将疑”，不如
主动公开，主动向社会进行“启蒙”，及时
为消费者答疑解惑。

对于学校来说，更要充分意识到，“阳
光食堂”是大势所趋，多一分不透明，就必
然会多一分家长的担忧。尤其是在引入
预制菜的过程中，更要注重征询家长的意
见，切勿以“瞒天过海”的侥幸心态来对待
预制菜的使用。否则，不仅无法赢得家长
的信任，反倒还可能进一步放大社会对预
制菜的非理性恐慌，甚至使得预制菜被污
名化。道理很简单，如果引进的预制菜的
安全达标，以及相关供餐企业的资质合格，
运输管理也符合规范，大可正大光明地进
行，何须遮遮掩掩？

此外，从现实的角度，由于预制菜包
含的范围很大，相关种类也很多，一刀切
地禁止预制菜进校园在今天可能并不现
实，也并不科学。由此，到底哪些预制菜
是可以有选择地进入校园，哪些预制菜现
阶段还不成熟，预制菜在学校食品中所占
比例到底多少合适，如何通过强化监督来
让家长放心，或也需要相关部门及时拿出
标准和办法。

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只要从职能部门
到食品行业，再到学校等，都能够正视家长
的担忧，并从中找准问题对症下药，预制菜
的这轮风波之于预制菜产业的发展和学校
食堂安全水平的提升来说，都不啻为是一
次新的契机。这些问题或许迟早都需要面
对，早发现、早应对，未尝不是好事。

□ 梁安

“预制菜进校园”应审慎
我们还需要做什么

[食 话 时 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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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谷区市场监管局专项检查月饼等节令食品
“两节”将至，平谷区

市场监管局开展从生产到
流通环节的专项执法行
动，重点查纠月饼过度包
装等违法行为，保障节日
市场消费安全。

执法人员深入区内2
家月饼生产企业，全方位
监督检查生产加工包装的
全过程，重点是制作月饼
的用料、生产加工环境、
进货查验、生产过程控
制、产品检验和标签标
识，督促企业严把原料采
购供应、加工生产、包装
销售环节，坚决杜绝使用
过期馅料、添加过量食品
添加剂、过度使用包装材
料、生产过期月饼、销售
“天价”月饼等违法行为。

（平谷区市场监管局
张艺凡 阿旺罗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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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党组书记、局长高念东
带队到西城区调研市场监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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