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海大通 548 名学生“营养餐”食物

中毒;广西都安 400 余名小学生喝“营养

餐”牛奶腹泻;云南富源某小学给学生供

应发霉面包做营养餐……短短一个月内,

多地接连曝出学生“营养餐”食物变质、中

毒事件。 从 2011 年秋季开始,针对中西部

贫困地区学生营养不良的情况,中央财政

每年拨付 160 亿元专项资金, 使 3000 多

万的孩子享受到这一优惠政策。 然而,“营

养餐”究竟营养了谁?

三块钱营养餐屡打折扣

《国家营养改善补贴计划实施细则》

明确提出, 专项资金是孩子们的“吃饭

钱”,必须保证每一分都用到孩子身上。但

由于被挤占挪用, 一些地方营养餐变得

“廉价低质”。

“3 块钱全部补给孩子们,食堂就办

不下去了。 ”安徽山区的一名小学校长坦

言,“国家拨付的是孩子们的吃饭钱,食堂

人工费用、水电燃气等日常开销,都要从

学校公用经费和营养补助里挤出来。 ”

同时,农村学校食堂条件简陋,使营

养餐的卫生质量也大打折扣。2011 年,皖

南第一希望小学多名学生被变质米饭“毒

倒”,教育部门调查发现,学校食堂连冰箱

和基本的消毒设施都没有,“只能拿开水

烫烫”。

除了学校要“从牙缝里省出食堂开

销”,企业又在 3 块钱上“宰了一刀”。

2012 年, 广西百色市那坡县部分学

校被曝 3 块钱营养补助被供货商套利 1

块钱。经调查核实,3 块钱中,供应商的利

润占 0.25 块,物流配送费用占 0.7 至 0.8

块,真正吃到学生嘴里只有 2 块钱左右的

食物。

制度不严格食品出问题

“牛奶喝到嘴里有一种奇怪的辣味。之

后不到 10分钟,就是头疼、恶心,最后晕倒

在了教室里。 ”因为食用了学校发放的营养

餐, 青海省大通县女子完全中学学生马金

兰和县里其他 547名学生食物中毒。

引发此次中毒事件的学生餐供应企

业竟然是经过四次招投标确定。虽然目前

结果尚在进一步调查中,但不得不让人怀

疑这样的招标“严”在哪里?

� � � � 国家规定,凡进入营养改善计划的

米、面、油、蛋、奶等大宗食品及原辅材

料都要通过公开招标、集中采购、定点

采购的方式确定供货商,不得采购不合

格食品。

一些偏远地区的学校看似招投标,走

走过场, 还有一些学校连过场都不愿意

走,采购的部分食材居然是“三无产品”。

2012 年, 云南镇雄县塘房镇顶拉小

学部分学生食用了营养午餐后出现腹泻、

腹痛等症状。 调查发现,顶拉小学和承包

商均无《餐饮服务许可证》或《食品卫生许

可证》,食堂原料除肉外,购进原料均无购

货验收记录,其中大米无合格证、无生产

日期。

一方面是招标屡出问题,另一方面明

知产品挤压可能变质,供货企业为了节约

成本,超量、超层运送。

2012 年, 湖南省石门县部分学生饮

用营养餐供奶后出现呕吐、 腹痛等症状。

经查实系供应商湖南阳光乳业股份有限

公司在配送过程中运输车超量、 超层、超

压堆码,产品密封性因严重挤压受到隐形

破坏,导致产品变质。

“挤压损坏了食物,从外形上就可以

看出来,为什么供应商看不到?学校接收

食品时没有检查?分发给学生食用时也没

有注意到食物变形?学校对招标企业的运

作缺乏持续监督,谁敢保证这种事情不会

再发生?”一位家长说。

“营养餐”不能再“变味”

从学生奶到营养餐,为了贫困地区的

孩子们健康成长, 国家花了很大力气,也

做了许多工作和努力,好政策却在一些地

方被“念歪”了。

食品安全一直是各界关注的焦点问

题,营养餐出问题更让人痛心,不仅受伤害

人数众多, 而且影响的都是正在成长中的

孩子们,对孩子身体的危害性不言而喻。

据介绍,日本被认为是施行“营养午

餐”最成功的国家,少一块鸡肉都被认定

为是重大责任事故。

“营养餐不仅要让孩子们吃得饱,还

要讲究营养比例,不能降格变味。”中南财

经政法大学教授乔新生说,出现问题的营

养餐没有给孩子带来营养,反而损害了他

们的身体,却肥了供应企业。

他说,多地曝出的“营养餐”问题,都

是监管缺少责任心,出了漏洞。

专家认为,改善计划所涉各方应切实

担负起责任,将每一个孩子当作自己的孩

子,将每一顿营养餐当作自己孩子的营养

餐,常思量、勤检查,按原则、凭良心,才能

让“营养餐”既营养又安全。

5 月 20 日是第 24 个“全国学生营养日”。 中国学生

营养与健康促进会、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联

合发布的中国儿童少年营养与健康报告蓝皮书显示,肥

胖和营养失衡问题困扰中国学生健康, 营养不良依旧困

扰着农村学生。 长沙市疾控中心每年对全市千余所中、

小学校的 20 余万名学生的学生常见病监测结果显示,长

沙中小学生由于营养不均衡, 每年都发现了一定比例的

营养不良、贫血和肥胖的学生。 中小学生如何吃才营养?

饮食又有何误区?专家建议,中小学生的膳食应该遵循:多

吃谷类,适量摄入鱼、肉、蛋、奶、豆类和蔬菜。

误区

家长缺乏合理营养知识

“目前中小学生存在的不良饮食习惯主要可以概括

为‘早餐被省略、午餐在流浪、晚餐太丰盛’。 ”邓发文认

为,特别值得警惕的是,现在青少年不吃早餐的现象很

普遍,而一日三餐中最不应省去的是早餐,因为长期不

吃早餐容易影响学生解题时的反应能力、注意力和短期

记忆等。 全国少工委、中国学生营养促进会等在北京、长

沙和杭州 3 个城市开展的对我国中小学生早餐状况的

调查显示,在我国青少年中,每天吃早餐的人不到六成

(约 57.1%)。

邓发文说,在日常生活中,很多家长缺乏合理的营

养知识,片面地让孩子摄入过多高脂肪、高蛋白食物,虽

然膳食热量供给基本达到或超过标准,但优质蛋白比例

小,钙、锌、铁、维生素 A 等营养素明显不足,也很容易导

致热量过剩而诱发孩子肥胖。

邓发文还指出,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小学生挑

食、厌食、偏食者也日益增多,很多学生都养成了喜吃零

食、不爱吃主食的习惯,这样导致学生中营养不良者日

益增多。 再加上学习、精神的压力很大,容易患上贫血等

疾病。

建议

饮食多样化确保营养均衡

邓发文介绍, 青少年的膳食应该做到食物多样,谷

物为主,有荤有素;多吃蔬菜、水果和薯类,常吃奶类、豆

类和豆制品,经常适量吃鱼、禽、蛋、瘦肉,少吃肥肉和荤

油。 同时建议青少年的主食除米饭、面粉制品之外,还应

吃玉米、小米等杂粮。

中小学生如何吃才营养?邓发文提醒,对孩子来说,

三餐都很重要,早餐应注重营养,午餐要强调全面,晚餐

则要求清淡。 其中,早餐食谱中可选择的食品有:谷物面

包、鲜牛奶、酸奶、豆浆、煮鸡蛋、瘦火腿肉或牛肉、鸡肉、

鲜榨蔬菜或水果汁等;午餐最好食物品种齐全,能够提

供各种营养素,比如主食可选中式快餐、什锦炒饭、鸡丝

炒面、牛排、猪排、汉堡包、汤等,蔬菜水果可选绿色蔬菜

沙拉或水果沙拉等;晚餐宜选择面条、米粥、鲜玉米、豆

类、素馅包子、小菜、水果拼盘等清淡易消化的食物。

吃对营养孩子才健康

专家提醒“三餐”原则

2011 年 10 月 26 日, 国务院决定启

动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中央每年拨款 160 多亿元,按照每生每天

3 元的标准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提

供营养膳食补助。 但是,很多中小学校因

为缺食堂或者食堂存在问题,出现“有米

无锅”的现象。同时,很多地方依旧对营养

工程进行严重缩水。如何确保营养工程切

实产生效果?

� � � � 日前,中央财政 160 亿元的营养改善

计划已启动试点。但调研发现,在已经实施

营养午餐计划的学校, 大都面临着缺乏配

套资金和食堂工作人员的困境,出现“有米

无锅”现象:有些学校没有食堂,即使有食

堂,也存在基础设施差、厨房设备简陋、缺

乏就餐场所, 食堂工作人员不足和技能低

下、食品安全缺乏保证等问题,制约了学校

食堂供餐的推广。

并且,目前的政策只解决午餐,尚无法

顾及到早餐。 因此,报告认为,人均 3 元,

160 亿元的资金拨款并不能一劳永逸,需

要探索各级政府分担, 社会力量参与的经

费保障机制。

由于各地生活水平、 儿童健康状况各

不相同, 实施营养改善计划需要建立在各

级农村儿童健康和营养状况实证研究的基

础上,实施不同的营养方案,到底是蛋奶,

还是饭菜,还是加料主食。

对于已经执行国家计划“每人每餐 3

元”的地区,需要在执行过程中,根据各地

实际情况和学生营养状况, 细化午餐的配

比和营养搭配,保证学生营养均衡。在条件

允许的地区,应当建立营养师制度,同时开

展多种形式的营养教育。

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学生

营养室主任胡小琪介绍, 他们受教育部和

卫生部的委托, 开始着手起草农村学生膳

食营养指导,将针对不同地区,不同季节分

别制订食谱,预计将于 3 月发布。

在监督机制上,21 世纪教育研究院院

长杨东平表示, 除了现有的行政体系内的

自我监督外, 还需要建立自下而上的外部

监督。这种外部监督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在

学校层面上,建立由家长、退休教师等参与

的家长委员会一起管理项目的伙食或者账

目;二是整合地方的力量,比如可以由当地

的县委、团委、政协、两会代表、老教师协会

等参与,作为外部力量进行评估、检查、监

督免费午餐的实施。 这样的监督可能比单

一的行政系统内部的自我监督更有效,使

得国家的善举能够落到实处, 能够真正使

农村儿童受益。

除了要政府、社会组织、市场和公民共

同参与之外,报告建议对营养午餐立法,以

确保营养改善项目目标的实现。

中小学生如何吃才营养? 饮食又有何

误区? 专家建议, 中小学生的膳食应该遵

循:多吃谷类,适量摄入鱼、肉、蛋、奶、豆类

和蔬菜。

在日常生活中, 很多家长缺乏合理的

营养知识,片面地让孩子摄入过多高脂肪、

高蛋白食物, 虽然膳食热量供给基本达到

或超过标准,但优质蛋白比例小,钙、锌、

铁、维生素 A 等营养素明显不足,也很容

易导致热量过剩而诱发孩子肥胖。 随着生

活水平的提高,中小学生挑食、厌食、偏食

者也日益增多, 很多学生都养成了喜吃零

食、不爱吃主食的习惯,这样导致学生中营

养不良者日益增多。

吃饱吃健康才能有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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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多个机构发布中国儿童少年营养与健康报告,报告从不同角度分析

了当前我国青少年群体的营养现状,其中,问题集中在“农村青少年营养欠佳甚

或吃不饱”与“城市儿童营养过剩导致肥胖率上升”上。 这一贫一余间,我们不

得不去思考, 如何才能让农村孩子尤其贫困地区的青少年保证最基本的成长

所需,如何让孩子们营养均衡？下一代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让他们吃饱吃好才

是一切梦想的保障。

阅读提示

农村孩子吃不饱 VS城里孩子多肥胖

【直击调查】

农村学生:

� � � �报告显示,虽然我国农村学生营养健

康状况获得了明显改善,但依然存在诸多

问题,比如,农村儿童营养不良情况依然

突出。在贫困地区,农村学生普遍“营养贫

困”, 近一半的学生不能保证每天吃上 3

顿饭,47.6%的农村学生每天只能吃到两

顿饭, 其中有 66.4%的学生不吃早餐;在

一个月内, 有 1/3 的学生吃不到肉,2/3

的学生吃不到鸡蛋,80%的学生喝不到

奶,39%的学生不吃豆类,35%的学生每

天只吃一种蔬菜,主要是土豆、白菜和萝

卜等,多数靠自带的咸菜、辣椒酱,甚至盐

拌饭。

农村学生和学校相关人员营养知识掌

握情况也不容乐观:1/10 的农村学生不知

道哪种食物中富含维生素 A、维生素 C、钙

或铁, 只有 1/3 的学生认识到吃早餐对生

长发育、学习成绩、营养摄入、身体耐力有

好处。 农村学校的领导和老师没有充分意

识到营养的重要性, 食堂工作人员的营养

意识淡薄, 缺少基本的营养知识和营养餐

搭配技能。

城市学生:

� � � � 肥胖正困扰着部分城市学生健康,如

每 10 个天津学生里,就有两个小胖墩,吉

林省城市中小学生肥胖检出率为 15.5%。

数据显示, 我国现有 1200 万名超重肥胖

的儿童少年, 超重肥胖儿童少年患高血压

的危险是正常体重儿童少年的 3 至 4 倍。

不吃早餐、 经常吃洋快餐和体育活动少是

我国儿童发生肥胖的主要危险因素。

【原因解析】

没有合格的食堂是农村学生吃不饱

吃不好的主因:2011 年 10 月 26 日,国务

院决定启动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

改善计划, 中央每年拨款 160 多亿元,按

照每生每天 3 元的标准为农村义务教育

阶段学生提供营养膳食补助。 但是,很多

中小学校因为缺食堂或者食堂存在问题,

出现“有米无锅”的现象。《中国儿童少年

营养与健康报告 2013———加强学校食堂

建设 打破营养改善瓶颈》蓝皮书指出,目

前“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试点县近一半的

中小学校没有食堂,即使有食堂,也存在

基础设施差、厨房设备简陋、缺乏就餐场

所,食堂工作人员不足和技能低下、食品

安全缺乏保证等问题,制约了学校食堂供

餐的推广。 同天,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发

布的《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评

估报告》中也指出,没有合格的食堂是农

村学生吃不饱吃不好的主因。

不吃早餐、 经常吃洋快餐、 体育活动

少、 家长缺乏合理营养知识是我国儿童发

生肥胖的主要危险因素。

怎么样让孩子能吃饱、吃健康？

学生营养餐专项资金被挪用 3块钱餐补吃到嘴里仅 2块

5 月 20 日是第 24 个“全国学生营养日”。 中国学生

营养与健康促进会、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联

合发布的中国儿童少年营养与健康报告蓝皮书显示,肥

胖和营养失衡问题困扰中国学生健康, 营养不良依旧困

扰着农村学生。 长沙市疾控中心每年对全市千余所中、

小学校的 20 余万名学生的学生常见病监测结果显示,长

沙中小学生由于营养不均衡, 每年都发现了一定比例的

营养不良、贫血和肥胖的学生。 中小学生如何吃才营养?

饮食又有何误区?专家建议,中小学生的膳食应该遵循:多

吃谷类,适量摄入鱼、肉、蛋、奶、豆类和蔬菜。

误区

家长缺乏合理营养知识

“目前中小学生存在的不良饮食习惯主要可以概括

为‘早餐被省略、午餐在流浪、晚餐太丰盛’。 ”邓发文认

为,特别值得警惕的是,现在青少年不吃早餐的现象很

普遍,而一日三餐中最不应省去的是早餐,因为长期不

吃早餐容易影响学生解题时的反应能力、注意力和短期

记忆等。 全国少工委、中国学生营养促进会等在北京、长

沙和杭州 3 个城市开展的对我国中小学生早餐状况的

调查显示,在我国青少年中,每天吃早餐的人不到六成

(约 57.1%)。

邓发文说,在日常生活中,很多家长缺乏合理的营

养知识,片面地让孩子摄入过多高脂肪、高蛋白食物,虽

然膳食热量供给基本达到或超过标准,但优质蛋白比例

小,钙、锌、铁、维生素 A 等营养素明显不足,也很容易导

致热量过剩而诱发孩子肥胖。

邓发文还指出,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小学生挑

食、厌食、偏食者也日益增多,很多学生都养成了喜吃零

食、不爱吃主食的习惯,这样导致学生中营养不良者日

益增多。 再加上学习、精神的压力很大,容易患上贫血等

疾病。

建议

饮食多样化确保营养均衡

邓发文介绍, 青少年的膳食应该做到食物多样,谷

物为主,有荤有素;多吃蔬菜、水果和薯类,常吃奶类、豆

类和豆制品,经常适量吃鱼、禽、蛋、瘦肉,少吃肥肉和荤

油。 同时建议青少年的主食除米饭、面粉制品之外,还应

吃玉米、小米等杂粮。

中小学生如何吃才营养?邓发文提醒,对孩子来说,

三餐都很重要,早餐应注重营养,午餐要强调全面,晚餐

则要求清淡。 其中,早餐食谱中可选择的食品有:谷物面

包、鲜牛奶、酸奶、豆浆、煮鸡蛋、瘦火腿肉或牛肉、鸡肉、

鲜榨蔬菜或水果汁等;午餐最好食物品种齐全,能够提

供各种营养素,比如主食可选中式快餐、什锦炒饭、鸡丝

炒面、牛排、猪排、汉堡包、汤等,蔬菜水果可选绿色蔬菜

沙拉或水果沙拉等;晚餐宜选择面条、米粥、鲜玉米、豆

类、素馅包子、小菜、水果拼盘等清淡易消化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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