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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

关注

本版采写 本报记者 赵松刚 张浩 庄文石 李涛 实习生 祁晓明

关注学生营养

20日是“中国学生营养日”。19
日，记者到一些中小学周边对学生的
零食偏好进行调查。调查发现，不少
小学生更加偏好带有多种添加剂的廉
价油炸垃圾食品。特别是早餐，一些
小学生将垃圾食品取代正确的营养早
餐。这种含有多种添加剂的垃圾食品
影响小学生的健康成长。

19日中午11点40分左右，记者来
到奎文区文化路胜利东小学，在该小
学的门口，有一些商店。在一家商店
内，一些小学生放学后，结伴来到商
店中购买零食。记者看到，商店中的
零食大多是一些油炸、辛辣的食品，
比如辣条、辣丝，“小的5毛钱一
包，大的1块钱一包。”一名正在吃
着辣条的小学生说。

记者注意到，这些廉价的小食品
大多产自郑州等地，上面的配料中含
有香精等不下十几种添加剂，有一些
小食品的添加进甚至超过20种。商店
的老板告诉记者，商店内卖得好的并
不是文具，而就是这些含有很多种添
加剂的小食品。

另外，进入夏天以后，更多的小
学生喜欢在商店内购买冰激凌和一些
冷冻饮料。这也成为一些商店经营的
主要食品。

在潍城区潍坊三中和北门大街小
学附近，销售零食的店小商店则更
多，很多商店内的小食品占了整个店
的大半个货架。中午放学时间，不少
小学生就挤到店里购买这些小食品，
一名三年级的学生说，爸妈给的零钱
只能买一些便宜点的零食解馋，“好
吃。”他说，只要吃起来不会吃坏肚
子就好，很少看包装上的配料。

潍坊八中的班主任戴老师介绍，
生活条件的改善，让现在的中小学生
有更多的营养健康食品的选择，“最
大的问题是一些诱人的零食，这些廉
价的小食品，含有大量的添加剂，味
道也对孩子有很大诱惑力。”戴老师
介绍，特别是早餐，不少孩子甚至用
这些垃圾食品取代了正常的营养膳
食，“对他们的成长很不好”。

小小学学生生更更偏偏爱爱廉廉价价““垃垃圾圾””食食品品
学校周边垃圾食品卖得最火，一些食品包含20多种添加剂

19日中午11点50分，潍坊
文华国际学校的学生们到了用
餐的时间，2400多名学生进入
餐厅按次序坐好，打开面前工
作人员早已准备好的扣碗准备
用餐，午饭三菜一汤，每人一
份肉丸子炖金针菇，一份鸡蛋
炒西葫芦，一份素炒有机菜
花，汤是八宝粥，面食有馒
头、米饭和饼。午餐费10元，
如果这些不够吃，学生还可以
找工作人员加菜，直到吃饱为
止。

学校综合管理部副主任程
树青像往常一样在餐厅巡视，不
断提醒着学生们要注意培养合
理饮食习惯。“有些学生喜欢吃
肉菜，素菜基本不碰，有的学生
喜欢只吃蔬菜，这样长期下去不
利于身体的正常发育和精力体
力的保证，每次遇到这种学生我
们值班老师都会提醒”。

程树青介绍说，从2012年
开始，学校和家委会一起组织
进行了餐厅招标，经过考察，
潍坊成林餐饮有限公司中标，
负责托管经营学校的食堂，从
那时候起，学校就要求食堂的
一切食材，必须从正规渠道订
购，学校和家委会方面都安排
了人员进行日常监督。

为了保证学生们摄入的营
养符合标准，学校还通过家委
会邀请了潍坊医学院附属医院
营养科主任金梅对学生的饮食
进行了搭配。根据营养师的建
议，学校要求食堂午餐必须保
证三菜一汤，一荤两素，菜谱
要一周一换，两周时间内菜品
不能重样，每天还要搭配一种
水果。

在学校专门设立的餐饮园
地宣传栏上，记者看一份食堂
的菜谱公告，上面公示了2014
年5月19日到5月23日的菜谱，
从主菜、副菜到主食、粥和瓜
果的种类都做了详细的规定。
在菜谱的旁边，还有一份《学
生对食堂满意度调查问卷》，
上面公示了上个周学生对食堂
菜谱的各种评价。该食堂负责
人李军告诉记者，学校会在每
个周一将本周的菜谱提前公
示，并根据学生们的意见进行
适当调整。厨师们也会在午餐
时和学生进行面对面交流，请
学生对当天的菜品提意见。
“不过，有些原则是不能碰
的，就是我们不主张做油炸食
品，也不会为了追求口味添加
大量佐料和食品添加剂”，李
军说，这些都是严格按照专业

营养配餐原则进行的。
潍坊医学院附属医院营养

科主任金梅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大体介绍了一下学校食谱
的设计原则，以午饭为例，要
求学生蛋白质摄入要占总热能
20%、碳水化合物摄入占55%，
脂肪摄入占25%，同时各种微量
元素与维生素要充足。根据这
个搭配原则，给每个学生设计
标准：肉类100克左右，蛋类25
克，蔬菜250到300克。其中蔬
菜一天三种，肉类一天两种。

“学生在长身体阶段的均

衡营养十分重要，根据我日常
门诊经验，有些孩子因挑食、
偏食而发育缓慢、有些孩子因
为营养不良导致各种身体不
适、一些孩子体重严重超标，
还有一些孩子因为过度控制饮
食导致身体极度虚弱，这些都
是应该引起学校和家长高度重
视的问题”，金梅说，现在学
校已经为学生们搭配好了科学
合理的饮食，但是很关键的一
点还是要教会孩子正确科学的
选择营养餐盘，在这一点上，
需要家长和老师们密切配合，

教导孩子树立正确的饮食观，
养成良好的饮食营养习惯，从
而让孩子们受益终生。

该校党总支副书记赵徽告
诉记者，目前学校每天会安排
两位校级领导和八名教师在食
堂值班，同时每个班的班主任
也会在午饭时到食堂巡视，目
的就是确保饮食安全并纠正孩
子们的不良饮食习惯，同时，
学校也积极邀请家长前来参与
管理，采用家校合育的方式保
证孩子们合理膳食，科学用
餐。

近三成小学生吃零食当早餐

不吃早饭、零食充当早饭、膨化食
品、“三无”食品……诸多现象的出现
导致中小学生营养不均衡。19日记者走
访城区部分中小学随机采访154名中小学
生，其中有24名学生没有吃早饭。而在
一个50人的班级，有13人以零食代替早
餐，比例占到该班级近三成。

通过问卷调查，在这个50人大班级
中记者看到，一点早饭也没吃的有2人；
以零食代替的有13人(零食包括火腿肠、
小面包、干脆面一类)，其余35人都在家
吃了早饭。在没吃或吃零食的学生中，
有5人是因为家长工作忙没有时间给他们
做饭。

而在另一所九年一贯制学校，小学
生不吃早饭的比例远高于中学生。56名
小学生中有15人不吃早餐，比例达到近
三成；48名中学生中，有7人没吃早饭，

比例不足两成。
中午记者来到中新双语学校，正值

学校放学时间，记者看到除去接送学生
的家长，学校周边也多了一些卖炸鸡
柳、冰淇凌的小商贩，不少学生排队购
买；与此同时，记者看到还有一部分小
学生放学后直接到学校对面的小卖部内
购买零食，边走边吃。

在中新双语学校读四年级的马艺华
小朋友告诉记者，他基本上每天都会吃
早饭，大部分时间都在家里吃早饭；有
时候爸爸妈妈工作忙来不及做早饭，他
就会到外面买点早饭吃。

对于孩子饮食营养搭配，一位前来
接孩子的家长王女士告诉记者，“没有
太多关注，平日大人做什么饭，孩子就
跟着吃什么；偶尔会根据孩子的要求做
一些饭菜。”

不少家长偏爱学校附近小饭桌

19日记者在调查中也注意到，在学
校周边的一些“小饭桌”就餐，成为不
少学生除在学校、家里就餐的第三种选
择。一些家长反映，小饭桌的饭餐比起
学校更加营养，甚至认为卫生也比学校
更好，但记者发现目前不正规小饭桌也
不少。

19日中午12点多，在奎文区胜利东
小学门口，十多个孩子正坐在一起吃午
餐，一名孩子说，因为离家较远，父母
就给她在学校边上找了一个小饭桌就
餐，“比学校的饭好吃。”这名孩子以
前在学校吃饭，但是觉得饭菜单调，
“我说过好几次，妈妈担心我会厌食，
就 给 我 在 这 里 报 了 名 ， 中 午 在 这 里
吃。”

“小饭桌”的工作人员称，他们为

每一个孩子的午餐准备了“两荤一素”

的合理膳食，比学校的价格稍微贵一

些，但是营养也比学校好不少，“做得

好才有更多的家长把孩子送来，比起

来，学校就不用担心这样的问题。”工

作人员说，现在的“小饭桌”开始有越

来越多人接受，也越来越正规。

记者采访中也注意到，一些家长更

加亲睐“小饭桌”，因为相比学校而

言，“小饭桌”能给予更多的关照，在

膳食上也更加合理。但一些学校的老师

则对此表示怀疑态度，“小饭桌多是家

庭式经营，食品安全时最大的问题，学

校的安全性更高一些。”
在一家小饭桌内，一些孩子正在吃

午餐。

潍坊文华国际学校：

请请来来专专业业营营养养师师搭搭配配食食谱谱

一些小学生从商店内购买零食后，
结伴走在路上。

学校食堂为在校学生提供了大部分的食物。 本报记者 孙国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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