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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珍梅

青岛1099所学校
已有719所建了食堂

目前在青岛，大部分学生
其实已经可以在学校食堂吃午
餐了。有的学生因学校没有食
堂，吃的是供餐公司提供的配
餐。少部分学校的学生还需回
家吃饭，或者寻求附近小饭桌。

“现在天气越来越冷了，真是希
望孩子也能在自己的学校食堂
吃上热乎饭。”岛城一位三年级
学生家长说。

22日，青岛市教育局后勤
管理中心主任姜文义向家长们
释放了一个好消息：青岛市教
育局已将建设第二期标准化食
堂工作列入教育发展“十三五”
规划，计划从2017年起到2019
年，基本上实现全市中小学校
校有食堂的目标，满足全市中
小学生在校就餐需求问题。

早在2014年，青岛就把建设
中小学校标准化食堂列为市办实
事，至今已连续三年。目前，青岛
市现有中小学校1099所，其中719
所学校有学生食堂，已解决了77
万名学生在校食堂的就餐问题。
而市南区已经实现学生食堂整体

覆盖，所有学生都能吃上食堂做
的饭菜。此外，近600所学生食堂
已达到“标准化”，到今年年底，所
有食堂都将实现“标准化”。

政府给食堂一定补贴
公立学校大多只需8元

22日中午11点55分下课铃响
起后，青岛重庆中路第一小学六
年级1班、2班的学生来到食堂吃
饭。当天气温低至零度，但在食堂
饭桌上，等待着孩子们到来的是
一盘盘冒着热气的饭菜。

刚坐下，六年级2班的王家一
就大口饭菜往嘴里送。红烧肉炖
土豆、香芋地瓜丸、松子玉米、冬
瓜虾皮、木耳炒鸡蛋、馒头、玉米
粥，这是王家一当天的午餐，费用
为8元。“馒头和米饭可以自己
选。”王家一说，每次吃饭前老师
都会提醒他们，吃完了不够还可
以再加。

而在食堂吃饭的除了学生、
老师，还有几名家长。“我是学校
家委会的，每周都有几个家长来
陪餐。”学生家长王女士说，今天
尝试后，她觉得饭菜咸淡正好，也
很卫生。“以前学校没有食堂，孩
子在学校吃了4年配餐。”现在，王
女士对食堂饭菜的价格和质量都
很满意。

该校校长于洪达介绍，之前
因为场地受限，最初并没有配备
食堂。2015年，学校纳入了李沧区
老校食堂建设计划，周边的居民
也给予了大力支持。2016年4月，
300多平方米的学校食堂投入使
用。虽然面积小点，但孩子们终于
可以吃上热乎饭了。目前，学校采
取食堂用餐和教室分餐两种方
式，每隔一周轮换一次。

在学生午餐餐标上，姜文义
介绍，目前市南区学校基本上是8
元。市北区学校餐标大部分是8
元，部分学校为9元、10元，最高12
元，有关民办学校为15元。李沧区
学校均为8元，有关民办学校为10
元-15元不等。崂山区学校均为10
元。市南区、李沧区、崂山区和黄
岛区部分街道等政府给予一定食
堂补贴。

监控录像保留3天
若出事故可随时调取

如何保证学生的就餐安全，
是家长们最为关心的问题。青岛
市教育局在2014年就出台了《青
岛市中小学校(托幼机构)食堂标
准管理规范》，该规范由教育、食
药、卫生、质监、发改委多部门联
合出台，对学生食堂食品安全控
制提出了严格要求。

“我们把食堂向家长开放，邀
请家长一起来监督，提意见。”于
洪达说，就连学校食堂工作人员
的聘用，都面向学生家长开放。

“目前有10名学生家长在食堂工
作，主要从事洗菜、打饭等工作。
她们一方面是食堂员工，另一方
面参与食品安全质量的监督。”

在青岛一些新建学校的食堂
里，食堂大厅内配有多个液晶屏，
屏幕上显示的是食堂操作间内的
情况。这是学生食堂后厨亮化工
程。“实现标准化的食堂都连入互
联网，随时可观看后厨情况。”市
食药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全
市所有食堂都实现后厨亮化工
程，食堂操作间都在监控中。屏幕
上公示主要食材来源，显示后厨
加工情况。食堂监控视频联网到

各区市食药部门。视频存储时间
可保留72小时。若出现食物中毒
等情况，可随时调出监控查看。另
外，在市食药局的网站上，有食药
监微信，家长可扫码加入，选择孩
子所在学校，参与监督。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不仅
吃得安全还要吃得营养是家长
们的期盼。目前，青岛的学校食
堂除了聘请兼职营养师之外，有
的学校还配了“电子营养师”。

“电子营养师”是一套软件，可根
据孩子年龄特点，制定带量食
谱，所有学生根据不同的分餐量
进餐，保证每周食谱营养均衡。
同时按照规定，学校提前一周会
公示学生营养餐营养素的摄入
量及带量食谱，接受管理部门和
社会各界监督。

22001199年年青青岛岛中中小小学学校校校校有有食食堂堂
所有食堂连入网络，家长在家就能监控后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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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少城市，中小学生吃午
饭都是最让家长们头疼的事情，
甚至成了一大社会难题。大部分
家长无暇中午赶回家给孩子做
饭，让孩子自己出去凑付一顿又
放不下心。小饭桌的出现好像能
够解决这一矛盾，但抛开小饭桌
的资质、安全性等问题不说，单是
其与周边业主的矛盾，就足够棘
手。毕竟大多数小饭桌都设立在
小区内，而上百孩子进进出出难
免会对其他业主造成影响，引起
他们的反对也不奇怪。

其实，让孩子在学校里面吃
午饭，本是最合理也最简单的解

决方法。学校本身就是孩子们的
地盘，不会影响到任何人。在学
校里吃饭，也要比小饭桌和街边
小吃让人放心。

可学校食堂在很多地方都推
进不下去，纷纷关门大吉。理由无
非是学校的主业是教书而不是做
饭，上百学生在学校吃饭，不仅会
增加成本，一旦出现食品安全问
题，学校更是吃不了兜着走。且不
说只要有担当肯想办法事情就能
做好，即便是教育部门确实力有
不逮，这事就无解了吗？

但这次青岛就做出了一个
榜样：学校和教育部门搞不定的
事情，可以多个部门一起搞。除
了教育部门，食药监、卫生、质

监、发改委等多个部门联合发
文，保证学生在学校就餐的权利
和安全。这其中，食药监等部门
更是保障食品安全的内行。为了
消除家长们的疑虑，未来食堂后
厨还将对家长曝光，这更少不了
各个部门下大力气和协调工作。

孩子吃饭问题是大事，也是
难事。正因如此，它不应该成为
各个部门避之唯恐不及的事情，
反而是应该发狠立志解决的事
情。如果一个部门解决不了，管
理者所做的不是放手不管，而是
集合多个部门一起来做。因为管
理部门不解决，那难题只能留给
普通家长和孩子，这恐怕不是一
个服务型政府的应有之义。

到2019年，青岛所有中小学生都能吃上学校食堂做的热乎饭菜了。22日记者了解到，青岛市教育
局计划从2017年起到2019年，利用三年时间实现全市中小学校校有食堂，满足全市中小学生在校就餐
需求。此外，未来所有的食堂均要连入互联网，实现后厨亮化，家长通过手机屏幕就可看到厨房内的

“一举一动”。

食堂操作间无死角监控。青岛所有食堂均实现后厨亮化工程。

本报记者 李珍梅 摄

经改扩建后，青岛重庆中路第一小学的孩子们今年在学校食堂吃上

了午餐。 本报记者 李珍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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