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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7日正午，镇宁第四小学的食堂
内飘出阵阵饭菜香。伴随着清脆的下课
铃响，专注听课一上午的学生们从教室里
鱼贯而出，向食堂奔去，陪餐教师正按年
级组织学生有序排队打饭，热腾腾的餐食
正摆在食堂窗口。

“我每天在学校吃早餐午餐，自己选
择三菜一汤，感觉学校的饭比家里的好
吃。今天有我喜欢的豆子。”四年级学生
马龙兵边吃边高兴地向记者介绍。

建于 2019年的镇宁自治县第四小学
是一所易地扶贫搬迁点寄宿制学校，现有
在校生 2304人，住宿生 510人，教师 108
人。自农村义务教育和学前教育阶段营
养改善计划实施以来，这所以易地扶贫搬
迁户子女为主要生源的小学，每天按照

“5+X”的供餐模式，向全校学生提供一顿
有国家补助的午餐，通常是米饭加一荤两
素一蛋一汤及水果。学生们说，“学校的
饭好吃，我们喜欢吃。”

这是镇宁各校提高供餐质量、持续改
善学生营养健康状况的缩影。

小小一餐饭，惠及大民生。学生的营
养状况，事关孩子们的健康成长，也关乎国
家的未来。如何让学生在学校吃得饱、吃得
好、吃得健康，是全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

镇宁自治县通过优化供餐模式，升级
调整供餐标准和规范配送流程，实现学生
营养餐从“吃得饱”向“吃的好、吃得健康、
营养”转变。

集中配送把好安全“第一道关”

食材的卫生安全是学生餐的第一道

关卡，供餐“高品质”，学生餐才能“更健
康”。为保障所配送的食材足够新鲜、卫
生、健康，并有效提高食品采购环节的安
全性、可控性。

目前，镇宁全县所有涉及农村义务教
育和学前教育阶段营养改善计划的学校
食堂均推行学校自主选择食材，政府从采
购到验收、运输、索证索票以及检测报告
的收集与整理等多方面层层把关食材质
量，并通过国企公司对食材进行统一质
量、统一采购、统一配送，最后直达学校食
堂，确保整个供餐流程监督精准有效。

每批食材在采购时，采购员第一时间
都需向供应商索取农残检验报告、检验合
格证等相关证明。食材采购好后，负责检
测的检测员将对所有食材进行一一抽检，
确保进入校园的食品和原材料安全合格。

“采购的食材到达学校食堂后，我们
会再次对其进行检测，留样等。同时检查
配送方是否有相应检测报告，合格证等。”
食品安全员张龙生介绍，除了检测员，当
天值班教师、家长代表、行政人员也会参
与验菜，合格后才能进入操作间洗、切、烹
饪，每一个环节都清晰可见。学校食堂由
多方共同监管，守护学生饮食安全。

食材采购流程透明，食材标准规范，
从源头让学生吃得放心。“为进一步加强
营养改善计划工作，确保每一分钱都用在
学生身上，让学生营养均衡，健康成长，我
校建章立制，强化管理，严把食材采购关、
运输关、验收关、出库关、加工关，让学生
吃上美味可口的学生餐。”镇宁第四小学
校长李萍说。

提升质量让健康营养看得见

青椒肉、肉沫炒玉米粒、排骨炖冬瓜、
鸡蛋……镇宁第四小学食堂内，孩子们排
队按需盛饭。循例，学校会提前一周公布
菜谱，供家长和社会监督。这些营养丰
富、变着花样的热乎饭菜，让孩子们吃得
津津有味。

四年级方佳豪说：“我在学校吃午餐
和晚餐，每天的菜看着都很好，还有牛奶，
火龙果，有营养，种类丰富，也好吃，我很
喜欢。”

学生餐从“吃得饱”向“吃得好”转变，正
是源于镇宁对学生餐的供餐标准提质升
级。镇宁采取“5+X”模式，即在中央财政
提供的每天每生 5元膳食补助经费的基
础上，家庭适当交纳少量费用，通过家校
合力，提升供餐标准，让学生吃上可口饭
餐的同时，为学生增加水果、牛奶等，进一
步补充学生营养。通过提高食谱科学水
平、提升供餐质量标准，让学生不仅能吃
饱，更能吃得营养、科学。

在此基础上，镇宁还对学生餐的食谱
制订进行优化，结合学生饮食习惯、食材供
给等实际情况，科学制定多套带量食谱，供
学校选择使用，让供餐种类更加丰富。

“结合实际情况，目前学校食堂菜品可
以做到每天三菜两汤，天天有鸡蛋、水果，
每周提供3次牛奶，充分保障学生健康成
长需要。”张龙生说，学校每周会在公众号
上公示食谱、更新食物品种，满足不同区
域、不同年龄段学生健康成长的营养需求。

家校协作共护学生“舌尖安全”

走进镇宁各校食堂，都能在醒目位置看
到关于学校食堂管理流程、规章制度、食
品采购、每日食谱等各种信息，时刻接受
群众监督。

在就餐时间，除了学生，每天食堂就
餐区还能看到带着志愿者标志的家长进
行陪餐，当天值班老师工作结束后，也会
拿着餐盘和学生一起打饭。

镇宁第四小学党支部副书记、一年级
教师杨贤是今天该校的值班老师，在午餐
开始前，他已经提前到食堂进行试餐:“我
们是提前半小时进行试餐，了解当天的菜
品质量，味道好不好，以及确保菜品安全卫

生。等学生吃饭的时候，负责维持秩序。”
为确保食品安全，保障菜品质量，镇宁

各校结合实际，采取试餐、陪餐制度，让家
长参与学校食堂管理，对食堂财务收支、物
资采购、带量食谱、饭菜价格、菜品质量等
情况进行监督。成立以社区、家长、教师、
离退休人员等组成的膳食委员会，让他们
定期到学校进行检查指导，参与营养餐食
谱的制定，确保食物更加安全营养。

同时市场监管、教育和卫健等相关部
门及时开展督查，走进学校食堂，以检查促
提升，通过家校政协同，为食堂安全多上一
把“安全锁”，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为更好发挥家长对食堂食品的监督
作用，我校制定了《家长陪餐制定》《家长
食材验收制定》《家长食堂日管控制定》等
制度，让家长从食材验收，食品加工到陪
餐全程参与学校的食堂管理，确保孩子们
吃上安全营养的饭菜。”李萍介绍，通过加
强宣传，让学生家长知晓相关政策，对食
堂进行监督，知晓营养膳食对孩子成长的
重要性，家校携手共筑食品安全，同时保
障资金使用到位。

“比如家长在陪餐过程中，就会结合实
际体验，给学校提很多宝贵的意见。”杨贤说。

一年级学生曾奕洁的妈妈向艳是第
一次到学校陪餐:“今天我也和孩子们一
起吃食堂的饭菜，味道还不错，我自己也
看了食堂环境，菜品的制作，还是比较放
心的，感觉比我自己做给孩子吃的好。”向
艳笑呵呵道，她非常关心孩子食品卫生问
题，学校的试餐陪餐制度让她能够到学校
看到实际情况，让她放下了心。

作为学校的主体，在学生餐上，学生
的力量也不可忽略，他们化身食堂志愿
者。每天，在就餐区域，都会有他们的身
影。维护校园就餐秩序。

五年级二班的吴佳成是当天的志愿
者：“我们今天有 20多个同学做志愿者，
主要负责监督同学们有没有浪费。”

学生营养餐是一项惠民工程，是一项
爱心工程。如今，学生餐正在变得制作更
先进、搭配更科学，逐步实现从“吃得饱”
到“吃得好”转变。镇宁将继续以更高标
准，更严要求，做好学生餐管理工作，为促
进青少年健康成长，办好人民满意教育提
供坚强有力保障。

6月26日，记者在西秀区轿子山镇肉
牛饲草加工建设项目点看到，一个个车间
里肉牛饲草加工正忙，工人们分工明确，
有的在混合料车间里操作机械加工饲
草，有的在干草车间里打包、装车生产好
的饲草，到处一片生产繁忙的景象。

近年来，轿子山镇抢抓省、市大力发
展肉牛产业机遇，依托良好区位条件和牛
养殖传统，积极发展肉牛相关产业，在市、
区两级指导帮助下，2023年引进社会资本
方组建SPV公司，按照创新财政涉农产业
资金“2215”投入模式建设西秀区轿子山
镇肉牛饲草加工建设项目，于 2023年 10
月建成投产。

据了解，该项目由西秀区轿子山镇国
有平台公司西秀区千峰山农业旅游发展
有限公司与平坝区福胜农业服务专业合
作社共同合作，组建成立的西秀区众鑫富
胜牧业发展有限公司 (SPV公司)投资建
设，项目总投资1750万元。

项目配套建成秸秆粉碎区 1800平方
米、饲料储存区 3400平方米、牧草粗深加
工生产线3条，现有秸秆加工设备7台，预
计年产饲草6000余吨。

项目建成以来，不仅产生了良好的生
态效益，通过在周边乡镇设立秸秆收储
点，促进玉米、水稻、油菜秸秆等回收，减
少二氧化碳、细颗粒物排放，产生了良好

的产业效益和社会效益。
今年以来，该项目点已生产饲草2000

余吨，新增项目区就业岗位40个，有效解
决周边群众就近就业 150余人次。同时，
该项目已于今年4月中旬将第一批收益进
行分红，分红资金共19.25万元，其中利益
联结项目区农户 150户，分红资金 15.4万
元，周边两个村集体分红资金3.85万元。

“现在我们的秸秆收储点有轿子山

镇、大西桥镇、七眼桥镇，从 7月起，将在
双堡、旧州、刘官，宁谷、新场、鸡场等乡镇
增加6个秸秆收储点，全区秸秆收储点数
量将达到9个，进一步提升西秀区境内秸
秆回收便利度。”关于接下来的发展，轿子
山镇党委书记徐勇介绍，将从扩大产能、
增加收储、提升服务等方面全面提升肉牛
饲草加工能力，促进安顺肉牛产业发展，
助推乡村振兴。

围绕围绕““四新四新””主攻主攻““四化四化””
在乡村振兴上开新局在乡村振兴上开新局

西秀区轿子山镇：

肉牛饲草加工助推乡村振兴
早报记者 陈婷婷

学生用餐无小事，学校管理有温度
——镇宁自治县第四小学学生餐管理见闻

早报记者 郭修 郭黎潇 李伟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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