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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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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第一季度，食品安全委托第三方检测覆盖北区食堂、本部食堂、枫

林食堂，共检测样品 34 个，检测项目数 167 项，其中不合格项目数 1项，检测

合格率 99.40%，现将检测结果通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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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食材

种类

样品

名称

采样餐厅

名称
区域 检验项目 报告编号

检测

结果

1
生产

用水

生产

用水

北区一楼

总大肠菌群、耐热大肠菌群、大肠

埃希氏菌、菌落总数、砷、镉、铬

（六价）、铅、汞、硒、氰化物、

氟化物、硝酸盐（以 N计） 、三氯

甲烷、四氯化碳、溴酸盐、甲醛、

亚氯酸盐、氯酸盐、色度、浑浊度、

臭和味、肉眼可见物、pH 、铝、铁、

锰、铜、锌、氯化物、硫酸盐、溶

解性总固体、总硬度、耗氧量、挥

发酚类、阴离子合成洗涤剂、总α

放射性、总β放射性

判定依据：GB 5749-2006

W01906105886 合格

2

餐具

熟盆
大肠菌群、沙门氏菌

判定依据：GB 14934-2016

W01906105887 合格

3 筷子 W01906105888 合格

4 餐盘 W01906105889 合格

5 熟盆

北区清真

大肠菌群、沙门氏菌

判定依据：GB 14934-2016

W01906105890 合格

6 筷子 W01906105891 合格

7 餐盘 W01906105892 合格

8 即食

食品

环节

表面

刀具

专间

大肠菌群、金黄色葡萄球菌、沙门

氏菌、志贺氏菌、菌落总数、霉菌

判定依据：DB31/410-2008

W01906105893 合格

9 砧板 W01906105894 合格

10 净水 净水
北区西餐

厅
专间

色度、浑浊度、臭和味、肉眼可见

物、pH 、总硬度（以碳酸钙计）、

铝、铁、锰、铜、锌、氯化物、硫

酸盐、溶解性总固体、耗氧量、挥

发酚类、阴离子合成洗涤剂、砷、

镉、铬（六价）、铅、汞、硒、氯

仿、四氯化碳、氟化物、总大肠菌

群、菌落总数、余氯

W01906105895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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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定依据：CJ94-2005

11
即食

食品

环节

表面

刀具

专间

大肠菌群、金黄色葡萄球菌、沙门

氏菌、志贺氏菌、菌落总数、霉菌

判定依据：DB31/410-2008

W01906105898 合格

12 砧板 W01906105899 合格

13

专间

人员

手

W01906105900 合格

14
餐具

筷子 大肠菌群、沙门氏菌

判定依据：GB 14934-2016

W01906105896 合格

15 餐盘 W01906105897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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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食材

种类

样品

名称
采样餐厅名称 检验项目 报告编号

检测

结果

1

餐具

筷子 本部一

楼大餐

厅

大肠菌群、沙门氏菌

判定依据：GB 14934-2016
W01906105901 合格

2 餐盘
大肠菌群、沙门氏菌

判定依据：GB 14934-2016
W01906105902 合格

3 即食

食品

环节

表面

刀具

本部二

楼大餐

厅

专间

大肠菌群、金黄色葡萄球菌、沙门

氏菌、志贺氏菌、菌落总数、霉菌

判定依据：DB31/410-2008

W01906105906 合格

4 砧板

大肠菌群、金黄色葡萄球菌、沙门

氏菌、志贺氏菌、菌落总数、霉菌

判定依据：DB31/410-2008

W01906105907 合格

5

餐具

筷子
大肠菌群、沙门氏菌

判定依据：GB 14934-2016
W01906105904

不合

格

大肠

菌群

检出

6 餐盘
大肠菌群、沙门氏菌

判定依据：GB 14934-2016
W01906105905 合格

7 熟盆
大肠菌群、沙门氏菌

判定依据：GB 14934-2016
W01906105903 合格

2019 年 3 月 第三方检测结果（枫林校区）

序号
食材种

类

样品

名称
采样餐厅名称 检验项目 报告编号

检测

结果

1 餐具 餐盘 二号书

院食堂

B1 楼

大肠菌群、沙门氏菌

判定依据：GB 14934-2016

W01906107188 合格

2 餐具 筷子 W01906107187 合格

3 餐具 餐盘 二号书 大肠菌群、沙门氏菌 W01906107190 合格



4

院食堂

一楼

判定依据：GB 14934-2016
4 餐具 筷子 W01906107189 合格

5 餐具 餐盘 二号书

院食堂

西园餐

厅

大肠菌群、沙门氏菌

判定依据：GB 14934-2016

W01906107192 合格

6 餐具 筷子 W01906107191 合格

7 餐具 餐盘

枫林清

真餐厅

大肠菌群、沙门氏菌

判定依据：GB 14934-2016

W01906107194 合格

8 餐具 筷子 W01906107193 合格

9

即食食

品环节

表面

砧板

专间

大肠菌群、金黄色葡萄球菌、沙门

氏菌、志贺氏菌、菌落总数、霉菌

判定依据：DB31/410-2008

W01906107196 合格

10

即食食

品环节

表面

专间

人员

手

W01906107195 合格

11 餐具 餐盘 护理学

院食堂

大肠菌群、沙门氏菌

判定依据：GB 14934-2016

W01906107198 合格

12 餐具 筷子 W01906107197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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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第一季度，食品安全检测实验室检测样品 65个，检测项

目数 70个，检测合格率 85.71%，现将检测结果通报如下：

第一季度

检测日期 所属食堂 样品名称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判定

2019.1.18
南区二楼大餐厅

筷子 ATP 0 合格

2019.1.18 面碗 ATP 168 合格

2019.1.17 江湾二楼大餐厅 自选餐餐碗 ATP 0 合格

2019.1.17

江湾三楼

盘子 ATP 149 合格

2019.1.17
筷子

ATP 490 不合格

2019.1.17 ATP 1679 不合格

2019.1.16 张江清真 勺子 ATP 0 合格

2019.1.16

张江一楼大餐厅

勺子 ATP 18 合格

2019.1.16 筷子 ATP 4 合格

2019.1.16 汤碗 ATP 29 合格

2019.1.16 盘子 ATP 11 合格

2019.1.16
张江二楼大餐厅

熟盘 ATP 17 合格

2019.1.16 勺子 ATP 76 合格

2019.1.14
枫林一楼学生餐厅

筷子 ATP 29 合格

2019.1.14 餐盘 ATP 933 不合格

2019.1.14 枫林 B1 风味餐厅 筷子 ATP 69 合格

2019.1.14 枫林二楼西园餐厅 勺子 ATP 68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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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14

枫林清真餐厅

大餐盘 ATP 419 不合格

2019.1.14 小餐盘 ATP 0 合格

2019.1.14 筷子 ATP 5 合格

2019.1.14 枫林咖啡厅 咖啡杯 ATP 126 合格

2019.1.17 本部食堂一楼 橙色碗 ATP 0 合格

2019.1.9
北区新世纪

油条用油 极性组分 24% 合格

2019.1.9 熟盘 ATP 24 合格

2019.1.9 北区清真 勺子 ATP 296 合格

2019.1.9 北区韩泰 砧板 ATP 405 不合格

2019.1.9 北区生乐 煎炸油 极性组分 37.5%

不合格

建议

更换

2019.1.9

北区西餐厅

煎炸油 极性组分 32%

不合格

建议

更换

2019.1.9 勺子 ATP 27 合格

2019.1.9 筷子 ATP 147 合格

2019.1.9 盘子 ATP 143 合格

2019.1.9 北区洗碗保洁 勺子 ATP 11 合格

2019.3.14
北区新世纪 煎炸油

极性组分 26.5% 合格

2019.3.14 温度 187.5℃ 合格

2019.3.14

北区西餐厅

炸鸡油
极性组分 22% 合格

2019.3.14 温度 78.5℃ 合格

2019.3.14
日式档口油

极性组分 27.5%
建议

更换

2019.3.14 温度 139.5℃ 合格

2019.3.14 专间砧板 ATP 0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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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3.14 专间盛器 ATP 0 合格

2019.3.15
南区二楼大餐厅

餐盘 ATP 0 合格

2019.3.15 筷子 ATP 45 合格

2019.3.15 南区清真餐厅 筷子 ATP 58 合格

2019.3.15
文图咖啡厅

大盆 ATP 0 合格

2019.3.15 小盘 ATP 2 合格

2019.3.18

本部二楼

筷子 菌落总数 2.35*10^5 不合格

2019.3.18 专间刀具 大肠菌群 3.73*10^3 不合格

2019.3.18

白切肉

菌落总数 27.2 合格

2019.3.18
金黄色葡萄

球菌
＜5 合格

2019.3.18 碗 菌落总数 ＜5 合格

2019.3.18

白切鸡

菌落总数 ＜5 合格

2019.3.18
金黄色葡萄

球菌
＜5 合格

2019.3.18
本部西餐厅

专间刀具 ATP 0 合格

2019.3.18 筷子 ATP 19 合格

2019.3.18
本部清真餐厅

面碗 ATP 16 合格

2019.3.18 筷子 ATP 247 合格

2019.3.18
本部二楼大餐厅

筷子 ATP 144 合格

2019.3.18 餐盘 ATP 6 合格

2019.3.18 本部三楼专间 餐盘 ATP 38 合格

2019.3.18 江湾一楼大餐厅 明档盘子 ATP 16 合格

2019.3.18 江湾二楼大餐厅 小盘子 ATP 67 合格

2019.3.18 江湾三楼餐厅 餐盘 ATP 1700 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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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3.20 张江一楼大餐厅 餐盘 ATP 10 合格

2019.3.20 张江二楼大餐厅 勺子 ATP 19 合格

2019.3.20 张江清真 勺子 ATP 10 合格

2019.3.21 枫林护理学院食堂 筷子 ATP 18 合格

2019.3.21
枫林一楼学生餐厅

筷子 ATP 2 合格

2019.3.21 餐盘 ATP 66 合格

2019.3.21 枫林 B1 特色餐厅 勺子 ATP 11 合格

2019.3.21 枫林二楼西园餐厅 菜盘 ATP 106 合格

样品超标原因及后期整改措施：

1．2 月份，委托第三方检测样品中，本部二楼大餐厅筷子大肠

菌群检出；2019.1.17、2019.3.18 江湾三楼筷子 ATP 超标。温度回

升，餐用具清洗、消毒以及保存环节风险上升，要求相关从业人员强

化责任感、提高安全意识。

2．2018.1.9 北区西餐厅煎炸油极性组分超标，要求相关从业人

员控制油温并定期更换煎炸油。



— 1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教 育 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令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已经2018年8月20日教

育部第20次部务会议、2018年12月18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第9

次局务会议和2019年2月2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第12次委主任会

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9年4月1日起施行。

教 育 部 部 长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局长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

2019年2月20日

第 45号

【文件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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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 4月 10 日电 据外媒 8日报道，一项最新调查显示，饮食

问题造成全球每年 1100 万人过早死亡。这份发表在《柳叶刀》上的

研究发现，日常饮食是人类健康的杀手，全球五分之一人的死亡与饮

食不健康有关。

食盐过量造成寿命减短

据报道，食盐过量是造成人们减寿的最大原因。面包、酱油以及

加工食品中都有许多盐。该报告的最新分析，是利用对各国饮食习惯

的评估来判断多少过早死亡是与饮食有关。科研人员说，研究主要针

对“非健康”饮食对心脏所造成的伤害以及对诱发癌症的影响，而不

是肥胖问题。

研究结果显示，吃盐过多造成全球每年 300 万人死亡，食用全谷

类食品过少导致 300 万人死亡，吃水果过少则导致 200 万人死亡。此

外，坚果类、植物种子、蔬菜、富含欧米伽-3 的海产品以及纤维等

食用不足也是造成人们过早死亡的主要原因。

心血管疾病成与饮食有关的主要死因

食盐过多会导致血压增高，从而增加心脏病和中风的危险。据报

道，盐可以对心脏和血管产生直接影响，导致心脏衰竭等。而多吃全

谷类食品、水果和蔬菜则对心脏有好处。它们可以起到保护心脏的作

用，并降低心脏病风险。除心血管疾病以外，癌症和二型糖尿病也是

与饮食有关的另外两大死因。

坚果和植物种子食用最少

根据该研究，在全世界各国人们膳食中吃得最少的健康食品就是

坚果和植物种子。英国剑桥大学的尼塔·福罗希教授表示，坚果和植

物种子食用过少，可能跟人们认为这些食品能量高，容易引起人发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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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

近年来，人们一提非健康食品就会想到脂肪、糖等。同时，还有

红肉和加工肉与癌症之间的联系。但是专家表示，虽然以上食品摄入

过多的确对人体有害，但与进食全谷类、水果、坚果、植物种子和蔬

菜过少相比，危害还算轻的。研究人员说，从全世界范围来看，饮食

不佳可以导致人的预期寿命减少两年。

据报道，西班牙和以色列是全球范围内非健康饮食致死人数最低

的国家。但东南亚、南亚以及中亚则正好相反。在以色列，与饮食有

关的死亡人数中，每 10 万人中有 89 个。但在乌兹别克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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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保障学生和教职工在校集中用餐的食品安全与营

养健康，加强监督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以

下简称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实施学历教育的各级各类学校、幼儿园（以下统称

学校）集中用餐的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适用本规定。

本规定所称集中用餐是指学校通过食堂供餐或者外购食品

（包括从供餐单位订餐）等形式，集中向学生和教职工提供食品

的行为。

第三条 学校集中用餐实行预防为主、全程监控、属地管理、

学校落实的原则，建立教育、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卫生健康等部

门分工负责的工作机制。

第四条 学校集中用餐应当坚持公益便利的原则，围绕采购、

贮存、加工、配送、供餐等关键环节，健全学校食品安全风险防

控体系，保障食品安全，促进营养健康。

第五条 学校应当按照食品安全法律法规规定和健康中国战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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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要求，建立健全相关制度，落实校园食品安全责任，开展食品

安全与营养健康的宣传教育。

第二章 管理体制

第六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依法统一领导、组织、协调

学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以及食品安全突发事故应对工作，将

学校食品安全纳入本地区食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和学校安全风

险防控体系建设。

第七条 教育部门应当指导和督促学校建立健全食品安全与

营养健康相关管理制度，将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工作作

为学校落实安全风险防控职责、推进健康教育的重要内容，加强

评价考核；指导、监督学校加强食品安全教育和日常管理，降低

食品安全风险，及时消除食品安全隐患，提升营养健康水平，积

极协助相关部门开展工作。

第八条 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学校集中用餐食品

安全监督管理，依法查处涉及学校的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建立学

校食堂食品安全信用档案，及时向教育部门通报学校食品安全相

关信息；对学校食堂食品安全管理人员进行抽查考核，指导学校

做好食品安全管理和宣传教育；依法会同有关部门开展学校食品

安全事故调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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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开展校园食品安全风险

和营养健康监测，对学校提供营养指导，倡导健康饮食理念，开

展适应学校需求的营养健康专业人员培训；指导学校开展食源性

疾病预防和营养健康的知识教育,依法开展相关疫情防控处置工

作；组织医疗机构救治因学校食品安全事故导致人身伤害的人

员。

第十条 区域性的中小学卫生保健机构、妇幼保健机构、疾

病预防控制机构，根据职责或者相关主管部门要求，组织开展区

域内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的监测、技术培训和业务指导等工

作。

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成立学生营养健康专业指导机构，根据不

同年龄阶段学生的膳食营养指南和健康教育的相关规定，指导学

校开展学生营养健康相关活动，引导合理搭配饮食。

第十一条 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将学校校园及周边地

区作为监督检查的重点，定期对学校食堂、供餐单位和校园内以

及周边食品经营者开展检查；每学期应当会同教育部门对本行政

区域内学校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督促指导学校落实食品安全

责任。

第三章 学校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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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学校食品安全实行校长（园长）负责制。

学校应当将食品安全作为学校安全工作的重要内容，建立健

全并落实有关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和工作要求，定期组织开展食品

安全隐患排查。

第十三条 中小学、幼儿园应当建立集中用餐陪餐制度，每

餐均应当有学校相关负责人与学生共同用餐，做好陪餐记录，及

时发现和解决集中用餐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有条件的中小学、幼儿园应当建立家长陪餐制度，健全相应

工作机制，对陪餐家长在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等方面提出的

意见建议及时进行研究反馈。

第十四条 学校应当配备专（兼）职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和营

养健康管理人员，建立并落实集中用餐岗位责任制度，明确食品

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相关责任。

有条件的地方应当为中小学、幼儿园配备营养专业人员或者

支持学校聘请营养专业人员，对膳食营养均衡等进行咨询指导，

推广科学配餐、膳食营养等理念。

第十五条 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相关工作人员应当

按照有关要求，定期接受培训与考核，学习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

相关法律、法规、规章、标准和其他相关专业知识。

第十六条 学校应当建立集中用餐信息公开制度，利用公共

信息平台等方式及时向师生家长公开食品进货来源、供餐单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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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组织师生家长代表参与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的管理和监

督。

第十七条 学校应当根据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发布的学生餐营

养指南等标准，针对不同年龄段在校学生营养健康需求，因地制

宜引导学生科学营养用餐。

有条件的中小学、幼儿园应当每周公布学生餐带量食谱和营

养素供给量。

第十八条 学校应当加强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的宣传教育，

在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全民营养周、中国学生营养日、全国碘

缺乏病防治日等重要时间节点，开展相关科学知识普及和宣传教

育活动。

学校应当将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相关知识纳入健康教育教

学内容，通过主题班会、课外实践等形式开展经常性宣传教育活

动。

第十九条 中小学、幼儿园应当培养学生健康的饮食习惯，

加强对学生营养不良与超重、肥胖的监测、评价和干预，利用家

长学校等方式对学生家长进行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相关知识的

宣传教育。

第二十条 中小学、幼儿园一般不得在校内设置小卖部、超

市等食品经营场所，确有需要设置的，应当依法取得许可，并避

免售卖高盐、高糖及高脂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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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条 学校在食品采购、食堂管理、供餐单位选择等

涉及学校集中用餐的重大事项上，应当以适当方式听取家长委员

会或者学生代表大会、教职工代表大会意见，保障师生家长的知

情权、参与权、选择权、监督权。

学校应当畅通食品安全投诉渠道，听取师生家长对食堂、外

购食品以及其他有关食品安全的意见、建议。

第二十二条 鼓励学校参加食品安全责任保险。

第四章 食堂管理

第二十三条 有条件的学校应当根据需要设置食堂，为学生

和教职工提供服务。

学校自主经营的食堂应当坚持公益性原则，不以营利为目

的。实施营养改善计划的农村义务教育学校食堂不得对外承包或

者委托经营。

引入社会力量承包或者委托经营学校食堂的，应当以招投标

等方式公开选择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能承担食品安全责任、

社会信誉良好的餐饮服务单位或者符合条件的餐饮管理单位。

学校应当与承包方或者受委托经营方依法签订合同，明确双

方在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方面的权利和义务，承担管理责任，督

促其落实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履行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责任。承





— 9 —

行统一公示。

学校食堂从业人员应当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加工操作

直接入口食品前应当洗手消毒，进入工作岗位前应当穿戴清洁的

工作衣帽。

学校食堂从业人员不得有在食堂内吸烟等行为。

第二十八条 学校食堂应当建立食品安全追溯体系，如实、

准确、完整记录并保存食品进货查验等信息，保证食品可追溯。

鼓励食堂采用信息化手段采集、留存食品经营信息。

第二十九条 学校食堂应当具有与所经营的食品品种、数量、

供餐人数相适应的场所并保持环境整洁，与有毒、有害场所以及

其他污染源保持规定的距离。

第三十条 学校食堂应当根据所经营的食品品种、数量、供

餐人数，配备相应的设施设备，并配备消毒、更衣、盥洗、采光、

照明、通风、防腐、防尘、防蝇、防鼠、防虫、洗涤以及处理废

水、存放垃圾和废弃物的设备或者设施。就餐区或者就餐区附近

应当设置供用餐者清洗手部以及餐具、饮具的用水设施。

食品加工、贮存、陈列、转运等设施设备应当定期维护、清

洗、消毒；保温设施及冷藏冷冻设施应当定期清洗、校验。

第三十一条 学校食堂应当具有合理的设备布局和工艺流

程，防止待加工食品与直接入口食品、原料与成品或者半成品交

叉污染，避免食品接触有毒物、不洁物。制售冷食类食品、生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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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食品、裱花蛋糕、现榨果蔬汁等，应当按照有关要求设置专间

或者专用操作区，专间应当在加工制作前进行消毒，并由专人加

工操作。

第三十二条 学校食堂采购食品及原料应当遵循安全、健康、

符合营养需要的原则。有条件的地方或者学校应当实行大宗食品

公开招标、集中定点采购制度，签订采购合同时应当明确供货者

食品安全责任和义务，保证食品安全。

第三十三条 学校食堂应当建立食品、食品添加剂和食品相

关产品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如实准确记录名称、规格、数量、生

产日期或者生产批号、保质期、进货日期以及供货者名称、地址、

联系方式等内容，并保留载有上述信息的相关凭证。

进货查验记录和相关凭证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产品保质期满

后六个月；没有明确保质期的，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二年。食用农

产品的记录和凭证保存期限不得少于六个月。

第三十四条 学校食堂采购食品及原料，应当按照下列要求

查验许可相关文件，并留存加盖公章（或者签字）的复印件或者

其他凭证：

（一）从食品生产者采购食品的，应当查验其食品生产许可

证和产品合格证明文件等；

（二）从食品经营者（商场、超市、便利店等）采购食品的，

应当查验其食品经营许可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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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食用农产品生产者直接采购的，应当查验并留存其

社会信用代码或者身份证复印件；

（四）从集中交易市场采购食用农产品的，应当索取并留存

由市场开办者或者经营者加盖公章（或者负责人签字）的购货凭

证；

（五）采购肉类的应当查验肉类产品的检疫合格证明;采购

肉类制品的应当查验肉类制品的检验合格证明。

第三十五条 学校食堂禁止采购、使用下列食品、食品添加

剂、食品相关产品：

（一）超过保质期的食品、食品添加剂；

（二）腐败变质、油脂酸败、霉变生虫、污秽不洁、混有异

物、掺假掺杂或者感官性状异常的食品、食品添加剂；

（三）未按规定进行检疫或者检疫不合格的肉类，或者未经

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肉类制品；

（四）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以及消

毒剂、洗涤剂等食品相关产品；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禁止生产经营或者不符

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

学校食堂在加工前应当检查待加工的食品及原料，发现有前

款规定情形的，不得加工或者使用。

第三十六条 学校食堂提供蔬菜、水果以及按照国际惯例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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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民族习惯需要提供的食品应当符合食品安全要求。

学校食堂不得采购、贮存、使用亚硝酸盐（包括亚硝酸钠、

亚硝酸钾）。

中小学、幼儿园食堂不得制售冷荤类食品、生食类食品、裱

花蛋糕，不得加工制作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蘑菇、发芽土豆

等高风险食品。省、自治区、直辖市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可以

结合实际制定本地区中小学、幼儿园集中用餐不得制售的高风险

食品目录。

第三十七条 学校食堂应当按照保证食品安全的要求贮存食

品，做到通风换气、分区分架分类、离墙离地存放、防蝇防鼠防

虫设施完好，并定期检查库存，及时清理变质或者超过保质期的

食品。

贮存散装食品，应当在贮存位置标明食品的名称、生产日期

或者生产批号、保质期、生产者名称以及联系方式等内容。用于

保存食品的冷藏冷冻设备，应当贴有标识，原料、半成品和成品

应当分柜存放。

食品库房不得存放有毒、有害物品。

第三十八条 学校食堂应当设置专用的备餐间或者专用操作

区，制定并在显著位置公示人员操作规范；备餐操作时应当避免

食品受到污染。食品添加剂应当专人专柜（位）保管，按照有关

规定做到标识清晰、计量使用、专册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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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食堂制作的食品在烹饪后应当尽量当餐用完，需要熟制

的食品应当烧熟煮透。需要再次利用的，应当按照相关规范采取

热藏或者冷藏方式存放，并在确认没有腐败变质的情况下，对需

要加热的食品经高温彻底加热后食用。

第三十九条 学校食堂用于加工动物性食品原料、植物性食

品原料、水产品原料、半成品或者成品等的容器、工具应当从形

状、材质、颜色、标识上明显区分，做到分开使用，固定存放，

用后洗净并保持清洁。

学校食堂的餐具、饮具和盛放或者接触直接入口食品的容

器、工具，使用前应当洗净、消毒。

第四十条 中小学、幼儿园食堂应当对每餐次加工制作的每

种食品成品进行留样，每个品种留样量应当满足检验需要，不得

少于 125 克，并记录留样食品名称、留样量、留样时间、留样人

员等。留样食品应当由专柜冷藏保存 48 小时以上。

高等学校食堂加工制作的大型活动集体用餐，批量制售的热

食、非即做即售的热食、冷食类食品、生食类食品、裱花蛋糕应

当按照前款规定留样，其他加工食品根据相关规定留样。

第四十一条 学校食堂用水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生活饮用水

卫生标准。

第四十二条 学校食堂产生的餐厨废弃物应当在餐后及时清

除，并按照环保要求分类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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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堂应当设置专门的餐厨废弃物收集设施并明显标识，按照

规定收集、存放餐厨废弃物，建立相关制度及台账，按照规定交

由符合要求的生活垃圾运输单位或者餐厨垃圾处理单位处理。

第四十三条 学校食堂应当建立安全保卫制度,采取措施，禁

止非食堂从业人员未经允许进入食品处理区。

学校在校园安全信息化建设中，应当优先在食堂食品库房、

烹饪间、备餐间、专间、留样间、餐具饮具清洗消毒间等重点场

所实现视频监控全覆盖。

第四十四条 有条件的学校食堂应当做到明厨亮灶，通过视

频或者透明玻璃窗、玻璃墙等方式，公开食品加工过程。鼓励运

用互联网等信息化手段，加强对食品来源、采购、加工制作全过

程的监督。

第五章 外购食品管理

第四十五条 学校从供餐单位订餐的，应当建立健全校外供

餐管理制度，选择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能承担食品安全责任、社

会信誉良好的供餐单位。

学校应当与供餐单位签订供餐合同（或者协议），明确双方

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的权利和义务，存档备查。

第四十六条 供餐单位应当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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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当餐加工，并遵守本规定的要求,确保食品安全。

第四十七条 学校应当对供餐单位提供的食品随机进行外观

查验和必要检验，并在供餐合同（或者协议）中明确约定不合格

食品的处理方式。

第四十八条 学校需要现场分餐的，应当建立分餐管理制度。

在教室分餐的，应当保障分餐环境卫生整洁。

第四十九条 学校外购食品的，应当索取相关凭证，查验产

品包装标签，查看生产日期、保质期和保存条件。不能即时分发

的，应当按照保证食品安全的要求贮存。

第六章 食品安全事故调查与应急处置

第五十条 学校应当建立集中用餐食品安全应急管理和突发

事故报告制度，制定食品安全事故处置方案。发生集中用餐食品

安全事故或者疑似食品安全事故时，应当立即采取下列措施：

（一）积极协助医疗机构进行救治；

（二）停止供餐，并按照规定向所在地教育、食品安全监督

管理、卫生健康等部门报告；

（三）封存导致或者可能导致食品安全事故的食品及其原

料、工具、用具、设备设施和现场，并按照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

门要求采取控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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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配合食品安全监管部门进行现场调查处理；

（五）配合相关部门对用餐师生进行调查，加强与师生家长

联系，通报情况，做好沟通引导工作。

第五十一条 教育部门接到学校食品安全事故报告后，应当

立即赶往现场协助相关部门进行调查处理，督促学校采取有效措

施，防止事故扩大，并向上级人民政府教育部门报告。

学校发生食品安全事故需要启动应急预案的，教育部门应当

立即向同级人民政府以及上一级教育部门报告，按照规定进行处

置。

第五十二条 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会同卫生健康、教育等

部门依法对食品安全事故进行调查处理。

县级以上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接到报告后应当对事故现场进

行卫生处理，并对与事故有关的因素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及时向

同级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卫生健康等部门提交流行病学调查报

告。

学校食品安全事故的性质、后果及其调查处理情况由食品安

全监督管理部门会同卫生健康、教育等部门依法发布和解释。

第五十三条 教育部门和学校应当按照国家食品安全信息

统一公布制度的规定建立健全学校食品安全信息公布机制，主动

关注涉及本地本校食品安全舆情，除由相关部门统一公布的食品

安全信息外，应当准确、及时、客观地向社会发布相关工作信息，



— 17 —

回应社会关切。

第七章 责任追究

第五十四条 违反本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

七条第一款、第三十三条,以及第三十四条第（一）项、第（二）

项、第（五）项，学校食堂（或者供餐单位）未按规定建立食品

安全管理制度，或者未按规定制定、实施餐饮服务经营过程控制

要求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依照食品安

全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处罚。

违反本规定第三十四条第（三）项、第（四）项，学校食堂

（或者供餐单位）未查验或者留存食用农产品生产者、集中交易

市场开办者或者经营者的社会信用代码或者身份证复印件或者

购货凭证、合格证明文件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

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给予警告，并处 5000 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五条 违反本规定第三十六条第二款，学校食堂（或

者供餐单位）采购、贮存亚硝酸盐（包括亚硝酸钠、亚硝酸钾）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

警告，并处 5000 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

违反本规定第三十六条第三款，中小学、幼儿园食堂（或者

供餐单位）制售冷荤类食品、生食类食品、裱花蛋糕，或者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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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蘑菇、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

的，给予警告，并处 5000 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六条 违反本规定第四十条，学校食堂（或者供餐单

位）未按要求留样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

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处 5000 元以上 3 万元以

下罚款。

第五十七条 有食品安全法以及本规定的违法情形，学校未

履行食品安全管理责任，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管理部门

会同教育部门对学校主要负责人进行约谈，由学校主管教育部门

视情节对学校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相

应的处分。

实施营养改善计划的学校违反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以及本规

定的，应当从重处理。

第五十八条 学校食品安全的相关工作人员、相关负责人有

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学校主管教育部门给予警告或者记过处分；

情节较重的，应当给予降低岗位等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

应当给予开除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一）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食品、食品原料劣质或者不合格而

采购的，或者利用工作之便以其他方式谋取不正当利益的；

（二）在招投标和物资采购工作中违反有关规定，造成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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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或者损失的；

（三）怠于履行职责或者工作不负责任、态度恶劣，造成不

良影响的；

（四）违规操作致使师生人身遭受损害的；

（五）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擅离职守或者不按规定报告、不

采取措施处置或者处置不力的；

（六）其他违反本规定要求的行为。

第五十九条 学校食品安全管理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学校主管教育部门会同有关

部门视情节给予相应的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

理：

（一）隐瞒、谎报、缓报食品安全事故的；

（二）隐匿、伪造、毁灭、转移不合格食品或者有关证据，

逃避检查、使调查难以进行或者责任难以追究的；

（三）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未采取有效控制措施、组织抢救

工作致使食物中毒事态扩大，或者未配合有关部门进行食物中毒

调查、保留现场的；

（四）其他违反食品安全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为。

第六十条 对于出现重大以上学校食品安全事故的地区，由

国务院教育督导机构或者省级人民政府教育督导机构对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相关负责人进行约谈，并依法提请有关部门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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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责。

第六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卫生健

康、教育等部门未按照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以及本规定要求履

行监督管理职责，造成所辖区域内学校集中用餐发生食品安全事

故的，应当依据食品安全法和相关规定，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相应的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移送

司法机关处理。

第八章 附则

第六十二条 本规定下列用语的含义：

学校食堂，指学校为学生和教职工提供就餐服务，具有相对

独立的原料存放、食品加工制作、食品供应及就餐空间的餐饮服

务提供者。

供餐单位，指根据服务对象订购要求，集中加工、分送食品

但不提供就餐场所的食品经营者。

学校食堂从业人员，指食堂中从事食品采购、加工制作、供

餐、餐饮具清洗消毒等与餐饮服务有关的工作人员。

现榨果蔬汁，指以新鲜水果、蔬菜为主要原料，经压榨、粉

碎等方法现场加工制作的供消费者直接饮用的果蔬汁饮品，不包

括采用浓浆、浓缩汁、果蔬粉调配成的饮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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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食类食品、生食类食品、裱花蛋糕的定义适用《食品经营

许可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第六十三条 供餐人数较少，难以建立食堂的学校，以及以

简单加工学生自带粮食、蔬菜或者以为学生热饭为主的小规模农

村学校的食品安全，可以参照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实施

管理。

对提供用餐服务的教育培训机构，可以参照本规定管理。

第六十四条 本规定自 2019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2002 年 9

月 20 日教育部、原卫生部发布的《学校食堂与学生集体用餐卫

生管理规定》同时废止。

主 送: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市场监督管理局（厅、
委）、卫生健康委，各计划单列市教育局、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卫生健康委（卫生计生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市场监
督管理局、卫生计生委，有关部门（单位）教育司（局），部属
各高等学校、部省合建各高等学校

抄 送: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法制工作委员会，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
员会、法律委员会，国务院办公厅，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务院各部委办公厅，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有关新闻单位。

部内发送:部领导，部内各司局、各直属单位，驻部纪检监察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