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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客观实际深入研究营养改善计划实施以来的成效以及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ꎬ对智能化管理进行探索与实

践ꎮ 在福建省选取尤溪县等试点县区实行综合改革ꎬ探究新时期营养改善计划智能化管理可持续模式ꎬ包括健全机构人

员、健全管理机制ꎬ提出大力推广应用“互联网＋”技术实行智能化监管ꎬ确保食品和资金安全ꎬ提高资金使用效益ꎬ管控粮

食浪费现象等新时期营养改善计划智能化管理的建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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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务院办公厅于 ２０１１ 年印发«关于实施农村义

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意见»ꎬ以贫困学生为重

点ꎬ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下称“营养

改善计划”)ꎬ以学校食堂供餐为主ꎬ对农村义务教育

学生提供营养膳食补助ꎮ

１　 试点实施情况

１.１　 覆盖广阔ꎬ受益众多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ꎬ累计 ２９
省份、１ ７６２ 县实施营养改善计划ꎬ超六成的县、近

１４.５７万所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参与ꎬ受益学生达

４ ０６０.８２余万名ꎬ分别占该类学校的 ８４.１２％、该类学生

的 ４２.４％[１] ꎮ 学校供餐作为一项社会保障投资ꎬ大范

围的覆盖使多数贫困学生受益ꎬ不但提高了学生的身

体素质ꎬ更重要的是增加受试地区学生的入学率和出

勤率ꎬ提高了教育质量[２－３] ꎮ

１.２　 效果显著ꎬ成绩瞩目　 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的监测结果ꎬ２０１９ 年ꎬ试点地区各年龄段男生的平

均身高、体重比 ２０１２ 年分别增长 １.５４ ｃｍ 和 １.０６ ｋｇꎬ
女生分别增长 １.６９ ｃｍ 和 １.１８ ｋｇꎬ均高于全国农村学

生的平均增长值[１] ꎮ ２０２０ 年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

状况报告显示ꎬ５ 年内中国农村青少年的生长迟缓问

题有了显著改善ꎬ６ 岁以下农村儿童的生长迟缓率由

１１.３％降至 ５.８％ꎻ６ ~ １７ 岁人群生长迟缓率从 ４.７％降

到 ２.２％ꎮ 该计划有效改善了学生的健康状况ꎬ为提高

学习成绩奠定了身体基础、促进了学习的积极性ꎬ对
城乡教育公平大有益处[４] ꎮ 营养与食品安全不仅会

影响学生的身心健康ꎬ还会影响其将来的工作和生活

水平ꎬ对阻止贫困传代、提高人口素质、提升综合国力

都具有重要作用[５] ꎮ

２　 面临的制约因素

随着脱贫攻坚胜利完成ꎬ我国基本消除了绝对贫

困ꎬ但城乡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依然存在ꎮ 在营养状

况方面ꎬ日均能量和蛋白质供应上ꎬ西部地区依旧落

后于中部ꎬ原因在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地域不平衡ꎬ也
与各居民的营养素摄入、饮食习惯不同有关[６] ꎮ 农村

地区中小学生营养健康仍有待进一步改善ꎬ“小胖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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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芽菜”等学生营养不均衡现象[４ꎬ７－８] 、食品和资金安

全、粮食浪费等问题有待进一步化解ꎮ
２.１　 资金管理不够规范　 财政投入不足:部分地区财

政资金保障不到位ꎬ学生营养改善工作经费不足ꎬ存
在食堂从业人员配备不足、工资被扣减或拖欠等现

象ꎮ 资金监管有漏洞[９－１１] :部分地区和学校长期未公

开食堂账目ꎬ物资采购不规范ꎬ物价和食材用量监管

缺位ꎬ导致本应吃到学生嘴里的资金“跑冒滴漏”ꎮ 精

准化不够:营养膳食资金由财政拨付和家长交费组

成ꎬ部分学校账目结算时ꎬ出现双方分担不合理或挤

占挪用现象ꎬ财政资金冗余或用于其他项目支出ꎬ而
家长交费资金未剩余ꎮ
２.２　 安全监管不够闭环　 原材料管理不到位:部分地

区和学校未按要求制定并实行招标采购制度ꎬ食材购

买随意化ꎬ食源不可追溯ꎮ 食堂库存、食材运输、加工

制作管理不规范ꎬ监督不到位[１２－１４] ꎬ造成食物过期、变
质等问题ꎮ 食品管理不到位:部分学校食堂用餐机制

不灵活ꎬ学生因个人饭量差异导致剩菜剩饭现象ꎻ个
别学校课间餐管理不科学ꎬ学生对牛奶等食物的口

感、温度等不满意而造成厌食浪费现象ꎮ
２.３　 专业教育不够到位　 受传统习惯制约ꎬ某些地区

的营养教育没有落实到位ꎬ针对性不强ꎬ学生和家长

营养知识匮乏[１５] ꎬ传统饮食习惯不健康ꎬ存在食堂提

供的营养膳食因不符合学生传统饮食习惯而造成浪

费现象[１６－１７] ꎮ 营养改善计划实施地区食堂从业人员

专业知识薄弱[１８] ꎬ配餐能力不足ꎬ个别学校食谱依照

厨师个人口味制定ꎬ未能结合学生生长发育特点提供

合理的营养餐ꎬ出现学生营养不良情况随年龄增加呈

上升趋势ꎬ可能是由于学生进入生长突增期ꎬ营养需

求更大[１９] ꎬ膳食营养结构不科学不合理所引起的ꎮ 在

实施营养改善计划政策时ꎬ未能培养学生良好的饮食

习惯ꎬ未关注如超重、肥胖等营养不良学生的健康教

育[２０] ꎮ 食堂从业人员的专业水平不足ꎬ在一定程度上

制约了营养改善计划的实施效果ꎮ

３　 探究实践成效

自 ２０１９ 年以来ꎬ课题组以问题为导向ꎬ深入研究

营养改善计划实施过程中存在的制约因素ꎬ选取并推

动福建省立足工作实际试点施行综合改革ꎬ探究新时

期营养改善计划智能化管理模式ꎮ ２０１８ 年印发«福建

省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０ 年)实施

方案» [２１] ꎬ各设区市选取试点县区实行“集中采购、统
一配送、协同监管”管理制度ꎬ健全领导小组及其办公

机构ꎬ建立健全采购管理、监督和考核奖励机制ꎬ建立

“互联网＋营养改善”信息化管理平台ꎬ提升食育科普

和营养监测水平ꎬ取得了值得借鉴推广的有益经验ꎮ
３.１　 健全机构制度ꎬ强化组织保障　 每半年 １ 次全省

领导小组工作会议ꎬ每年 １ 次全省工作会议ꎬ明确各成

员单位职责分工ꎬ提高科学化、规范化管理水平ꎮ 定

期举办业务培训班ꎬ对学校供餐管理和从业人员开展

学生营养与健康知识培训ꎬ健全学校配餐队伍并提高

配餐能力ꎮ
３.２　 加强监管力度ꎬ改革管理模式　 建立通报制度ꎬ
对违规违纪行为进行通报和责任追究ꎬ每年查纠问题

和隐患ꎮ 在县区试点推广并逐步完善“集中采购、统
一配送、协同监管”制度ꎬ应用“互联网＋”技术对学生

营养餐食全过程监管ꎬ做到源头可控、全程可溯、有据

可查ꎬ确保食品质量和安全ꎮ
３.３　 规范业务档案ꎬ创新宣传机制　 福建教育厅、档
案局印发«福建省学生资助档案管理办法(试行)»ꎬ将
营养改善计划纳入学生资助工作ꎬ业务档案纳入民生

档案管理ꎮ ２０２０ 年统计数据显示ꎬ组建通讯员宣传队

伍 ２ ４５１ 人、采写省级以上通讯稿 ３ ６２２ 篇ꎻ创办«海

峡教育报助学专刊»报纸并印发 ５４ 期、５０ 余万份ꎻ
开通“福建学生资助”微信公众号ꎬ推送微文 ９１４ 篇、
阅读量超 ９８ 万次、转发量超 ６.５ 万次ꎻ研发应用“资助

云———福建学生资助宣传工作平台”ꎬ用户量约 ５１ 万

人次ꎮ 通力打造立体化、全媒体宣传平台ꎬ提升营养

改善计划惠民成效ꎮ
３.４　 应用信息化技术ꎬ提升工作成效　 引入互联网、
大数据、区块链等信息化技术ꎬ研发“营养校餐”信息

化管理平台(下称“平台”)ꎬ在尤溪县等地试点应用并

逐步完善后ꎬ显著提高了营养改善计划现代化管理水

平ꎮ 一是合理设置食谱制定、集中采购、统一配送、资
金管理、视频监控、食品溯源、食材检测、食堂管理、营
养监测、食育科普、电子监察、信息传达等环节内容ꎬ
实现营养改善计划日常管理流程数字化全覆盖ꎮ 二

是可授权不同管理部门通过移动管理终端ꎬ实时掌控

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工作数据并按需生成各类报表ꎬ确
保数据的准确性、真实性和及时性ꎮ 三是实现资金收

支调度及食材食品从生产源、定货、配送、加工到餐桌

食用的全过程、可追溯的安全管理闭环ꎬ有效规避和

管控潜在的资金和食品安全风险ꎮ 四是通过全流程

视控管理方式ꎬ可即时提醒和促进管理部门从源头上

减少学生食堂浪费现象ꎮ

４　 应用管理建议

借鉴课题组在福建综合改革试点工作经验ꎬ建议

大力推广应用“互联网＋”技术对营养改善计划实施过

程实行智能化监管ꎬ确保食品安全和资金安全ꎬ切实

提高资金使用效益ꎬ管控粮食浪费现象ꎬ进一步提升

政府惠民政策成效和农村学校学生的健康水平ꎮ
４.１　 精确定量ꎬ科学营养不浪费 　 参照大数据信息

库ꎬ结合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特点、体检数据和当地

饮食习惯特点ꎬ分年龄、性别、季节制定(人均)带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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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营养素、带价、带烹饪方法的科学营养食谱ꎮ 对学

生食谱进行营养分析、论证ꎬ评估食谱食物供给量达

到建议量的(人均)百分比分布情况、各类食物分类的

供给量、营养素摄入量、能量来源、蛋白质来源等分析

各项指标是否达标ꎬ给出合适的调整建议ꎬ确保食谱

供给量和营养素满足学生发育需求ꎮ 按需配送食堂

每日食材ꎮ 学校自选食材、在线下单ꎬ平台按照食谱

定量、用餐人数自动生成食材清单和订单总价ꎮ 供应

商按要求准时配送到学校食堂ꎬ保障食材营养新鲜ꎬ
避免造成食材缺漏、堆积、过期、霉变等涉及食品安全

和浪费的现象ꎬ确保学生吃得营养、健康ꎮ 倡导“半自

助”式用餐ꎬ分餐后食用前ꎬ学生可结合实际饭量对食

物“多减少加”二次装盛ꎬ减少因饭量不同而造成的食

物浪费ꎮ 每日分析餐余情况ꎬ定期监测食物浪费程

度ꎬ通过 ＡＩ 视频、问卷调查等方式ꎬ对学生餐后桌面

剩余食物、泔水量、餐厨废弃物等情况进行智能预警

分析ꎬ生成学生用餐情况、食谱适用情况、食材浪费情

况等分析报告ꎬ并动态调整供餐食谱和每餐食用量配

制ꎬ减少餐余浪费ꎮ
４.２　 精准监管ꎬ全程跟踪可视控　 对接农业农村部门

的农产品追溯监管平台ꎬ建立从原产地到餐桌的追溯

体系ꎮ 食材流向全程可视、可控、可监管ꎬ通过人工智

能监控的方式集成配送中心、运输车辆、食堂等实时

视频ꎬ同时接入运输车辆的实时轨迹及冷链货厢的

温、湿度数据ꎬ确保食材在运输过程的环境符合食材

存储要求ꎬ实现食材从供应源头到学生食用的全过

程、无死角可视化监管ꎮ 此外ꎬ基于视频图像人工智

能分析技术ꎬ可进一步实现食品过期提前预警、检测

不合格自动报警、加工不规范现场提醒等功能ꎬ减轻

基层单位负担ꎬ提高监管效率ꎬ避免因不合格、加工失

误等造成食品安全隐患或厨余浪费现象ꎮ
４.３　 精细收支ꎬ资金高效不跑漏　 创新家长在线订餐

模式ꎬ精准统计用餐人数ꎬ通过刷卡、扫码、电子签名

等方式校验用餐学生信息ꎬ减少可能因过量备餐造成

的食材浪费ꎮ 自动生成学生一日三餐用餐记录和享

受财政资金补助情况ꎬ保证政策对象“一个都不少”ꎮ
智能化监管仓储库房ꎬ应用区块链技术对食堂食材仓

储库存实行损耗预警管理ꎬ减少食材损失ꎬ保证粮食

“一粒都不少”ꎮ 建立监管部门、学校、供应商三方询

价机制ꎬ借助大数据对食材物价进行审批、预警和监

督ꎬ实现食材价格变化过程全留痕、价格参考凭证易

查证ꎮ 实行资金日清月结ꎬ对上级财政拨付资金、学
生交付伙食费实现专账管理ꎬ按照资金来源、用餐人

数、食材价格、仓储结余等实现后台自动管理ꎮ 根据

订单数据汇总生成不同维度的订单结算数据ꎬ支持导

出带供应商电子印章的对账单作为结算依据ꎮ 管理

部门可根据权限按需生成各类财务报表ꎬ精准结算ꎬ
精细化收支管理ꎬ规避套取、冒领风险ꎬ为基层单位减

负增效ꎬ保证资金“一分都不少”ꎮ 同时ꎬ因地制宜ꎬ考
虑特殊地区、人群及家庭ꎬ分级处理、特殊对待ꎬ制定

有针对性的改善方案ꎬ充分有效地利用好资金[２２] ꎮ
４.４　 精心引导ꎬ食育科普有成效　 倡导“光盘行动”ꎬ
通过平台视频、科普知识、两微一端和学校的广播台、
公告栏、主题活动等“线上＋线下”媒介载体和教育方

式ꎬ多途径宣传食育科普知识ꎬ引导师生养成合理饮

食、营养均衡、杜绝浪费的好习惯ꎮ 举办食堂厨艺竞

技、营养食谱设计、营养健康知识宣讲、食物来源探究

研讨、果蔬种植实践、饮食习惯家校讲堂等活动ꎬ激励

学生树立营养健康观念ꎬ养成均衡饮食习惯ꎬ积极参

与节粮行动ꎬ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ꎮ 研发视频、文本

课程教材和读本等ꎬ加强业务培训ꎬ提升营养改善计

划管理、专业和从业人员的营养健康知识素养ꎬ多方

式培训宣导营养健康知识、烹饪营养技巧、食品安全

管理、科学配餐方法、营养学基础等知识ꎬ精心引导ꎬ
打破固有的不科学的传统饮食和认知习惯ꎬ培育良好

的营养均衡饮食习惯ꎬ确保食育有成效[２３]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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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订阅 ２０２３ 年度«中国学校卫生»杂志
　 　 «中国学校卫生»杂志创刊于 １９８０ 年ꎬ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管、中华预防医学会主办的国家级学

术类科技期刊ꎬ是指导我国学校卫生工作的专业性杂志ꎮ 本刊为全国预防医学、卫生学类中文核心期刊ꎬ中国科技论文统

计源期刊ꎬ中国科技核心期刊ꎬ中国科协精品期刊ꎬ国家期刊方阵“双效期刊”ꎬ２０１７ 年入选中国期刊协会«中小学图书馆馆

配期刊»ꎬ被 Ｓｃｏｐｕｓ 数据库、美国«化学文摘(ＣＡ)»、俄罗斯«文摘杂志(ＡＪ)»、波兰«哥白尼索引( ＩＣ)»和 ＷＨＯ 西太区医学

索引(ＷＰＲＩＭ)收录ꎮ 先后多次被评为卫生部优秀期刊、安徽省优秀科技期刊和中华预防医学会系列杂志优秀期刊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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