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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

心忧饭菜送餐忙

事实上，除了赣州，已有不少地方的学校决定引入
或已引入了预制菜。例如，在8月28日湖北江陵县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发布的《江陵县教育局江陵县学校食堂预
制菜配送服务（二次招标）公开招标公告》中显示，该县
计划花费3000万元采购预制菜配送服务。

同时，自9月份开学以来，一些学校的老师通过班级
群发布通知，告知学校食堂不再供餐，改由合作的餐饮
公司提供预制菜，家长可自行选择是否缴费，让孩子食
用预制菜。

除了幼儿园、中小学，一些大学食堂也采用了预制
菜。近日，有网友发布的视频显示，武汉大学某食堂一
档口直接使用预制菜料理包为学生提供餐食，食堂工作
人员甚至不需要用锅加热餐食，直接用开水将料理包烫
热后就装盘端给学生。

在预制菜进入校园之后，公众最担心的莫过于健康
与卫生问题。

9月8日，有网友反映江苏省无锡市连元街小学午
餐使用过期食材。该网友发布的照片显示，学校当日提
供的“精选牛柳”外包装上印刷的日期是2021年11月
19日，保质期为12个月，已过期10个月，生产厂家为无
锡尚口香食品有限公司。

不过，无锡市惠山区市场监管局发布的调查通报显
示，负责送餐的员工因上班迟到，“省时间、图方便”将历
史图片错误上传，不存在使用过期食材行为。

据企查查数据，2019年，无锡尚口香食品有限公司
因在一次现场检查中，被发现有未标生产日期的“普通
职工餐（牛排头子）”及超过保质期的“小精肉（黑椒）”2
种食品，被没收标签不符合规定的牛排头子2000公
斤，并被罚款20.9万元。

9月9日，一位来自沈阳的网民在人民网“领导留
言板”栏目上留言称，他的孩子刚上小学就遇到了预制
菜问题。他说，开学没几天就有学生因为吃了拉肚子
而不能上学，孩子回来说饭菜不好吃，有家长到学校试
吃后发现，大米饭都是隔夜陈米剩饭。该网民希望教
育局和相关领导能够重视并及时解决这个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一些学校因为采用预制菜
当餐食，不少家长不得不在午餐时段选择给孩子送
饭。

从一些由家长发布在社交媒体上的视频中可
以看到，由于家长不能进入校园，且校园中食堂关
闭后没有就餐的地方，学校门口挤满了送餐的家
长，不少学生只能在校门口蹲或站着，就着家长手
中的餐盒快速吃午餐。

莫用孩子做实验

事实上，关于预制菜进入校园的问题，公众
意见一直存在分歧。一方面，一些家长和公众对
预制菜的食品安全和营养价值持质疑态度，担
心长期食用预制菜会对孩子的健康有不利影
响。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不应一刀切地取消
预制菜进校园，而是应提供多种供餐方式，让家
长和学生有更多选择的权利。

广东碧桂园实验学校小学校长陈钱林告
诉记者，他反对预制菜进入校园。他认为，预
制菜是一个新事物，对人的健康影响尚未得
知，“绝对不能在孩子们身上做实验”。

中国烹饪协会有关负责人对记者表示，
预制菜可以进行标准化、工业化、规模化生
产，实现源头采购，更易实现对原料品质的把
控。但在目前实际操作过程中，预制菜的食
品安全风险仍然存在，时常出现使用劣质食
材、生产不规范、卫生不达标、菜品高盐高脂
肪、包装材料不安全、菜品变质等情况。

学生的预制菜餐食

校门口挤满送饭家长

加工预制菜
（资料图）

近日，江西赣州蓉江新区多名中
小学生家长发布视频，抱怨当地给学
生统一配送的午餐存在速度慢、质量
差、口感不佳等问题。其中一位家长
还在视频中晒出午餐，称孩子反馈餐
食中的肉非常咸，菜叶发黄，腐竹很
酸，孩子根本吃不下。

视频中可以看到，很多孩子并没
有吃完饭菜，餐盒内饭菜剩下了大半。

赣州家长上传到社交媒体上的学
生餐食视频截图在江西广播电视台都
市频道网络问政平台“赣问”栏目中，
有家长就此事提出质疑，赣州蓉江新
区社会事务管理局回复称，该餐食由
中央厨房统一配送，将停止对全区幼
儿园中央厨房配餐。但目前蓉江新区
的中小学仍实行中央厨房配餐制度。

虽然中央厨房并不等同于预制
菜，但由此事引发了一场关于“如何看
待预制菜进校园”的讨论。

学生餐饮改成预制菜
家长天天跑学校送饭

学校食堂莫忘本
有不少网友反映，在不少地

方预制菜进入校园已是普遍现象，
还有网友直接晒出学校家长群内发的

“预制菜”订购信息，其中包括详细的菜单
和配料表，菜单上清楚地标注着“预制菜”三个

字，且配料表中不乏添加剂。
对于预制菜进入校园，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

丙奇对记者表示，对于未成年学生而言，他们的饮食
安全直接关系到身体发育和健康，因此，在引入预制
菜之前需要进行科学论证和评估，检测是否符合学生
营养要求。他说，如果不能解决这些问题，草率地引
入校园必然会遭到学生家长的反对。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对记者表示，
学校食堂的基本原则是为学生提供有营养且口感丰
富的应季餐食，以保障学生的健康和正常发育。而预
制菜的加工流程更加复杂，不少存在过度加工，一些
甚至含有一定的添加剂。“新鲜的食物肯定比预制菜
更健康。”他说。

暂时不宜供学生
在律师秦辉看来，预制菜在现阶段并不宜销售给

中小学生。他认为，根据《民法典》的制度设计，未成
年人是限制行为能力人或无行为能力人，需要得到监
护人的全方位特别保护。因此，是否使用预制菜，是
否与学校或预制菜企业签订买卖合同，需要尊重未成
年人监护人的意见。

他还指出，《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对未成年人
一整套的综合保护体系，即从家庭保护、学校保护到
社会保护。他说，如果预制菜作为一种食品可以无一
例外销售给任何人，则《未成年人保护法》所强调的特
殊保护难免落空。

秦辉表示，未成年中小学生作为预制菜的消费
者，应受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充分保护。“学校引
入预制菜企业时，是否让未成年中小学生及其监护人
行使知情权、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是非常关键的。同
时，作为类公众企业，预制菜企业也应履行自身的社
会责任。”

关于如何进一步加强学校食堂安全管理，熊丙奇
建议，可以成立由食品和医疗卫生专家组成的评估委
员会，对进校食品的质量和安全进行评估。此外，除
了建立校长及教师的陪餐制度，他认为还需要引入家
长委员会，加强对食堂的监督。

储朝晖表示，学校除了加强对预制菜中添加剂的管
理，还应明确规定学校食堂禁止使用的预制菜菜品类别。

“在法律作出修改之前，建议有关部门及时出台
预制菜生产和销售标准，早日对预制菜进行规范，真
正促进预制菜产业的健康发展。”秦辉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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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制菜”进校园，不妨走慢些
孩子是祖国的未来，无论是幼儿园还是小学、初

高中的孩子都处于重要的成长发育阶段。因此吃进
孩子们嘴里的饭菜，品质容不得半点马虎，必须要兼
顾安全、营养、美味等诸多方面。

大部分的“预制菜”都采用“中央厨房制”：大量采
购食材后进行集中烹饪，完成后进行打包分发至二级
操作台，配菜员在操作台上加热食材后拆包、装盘打
包发至订餐机构。这套由“超级大锅”烹饪的菜品就
很难确保让孩子们吃得安心，让家长放心了。

“预制菜”的兴起是社会配速提高的反应，是冷链
物流运输技术提升的体现，也是从制造到智造的成果
之一。但就当前阶段而言，“预制菜”进入校园还为时
尚早，至少暂时不适用于幼儿园、小学初高中等以青
少年群体为主的校园。

归根结底，“预制菜”不是一定不能进校园，中央
厨房烹制的菜品也不是一定难吃，只是这些菜品在送
进孩子们的嘴里之前，所涉及更快的冷链物流速度、
更好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体系、更短的食材采购和贮
存周期等等方面都亟待优化与提升。

据中国新闻周刊、潮新闻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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