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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生营养配餐
“小”事期盼开新局

□本报记者 陈坤
当下，部分中小学生午间留校，午餐则由学校或企业提供。中小学生处于生长发育的关键期，充分合理地

进行营养配餐，改善营养状况，预防营养不良，是全面提升中小学生体质健康水平和国民素质的重要举措。
如何将营养均衡贯彻到这一餐，让学生们吃得饱，又吃得营养？
6月，本报关注中小学生营养配餐这一件重要的“小”事。

相关调研：午餐禽畜肉类摄入过多
家长却反映：肉太少

6月某天，福州市鼓楼区一所

小学的留校学生们，从配餐员手

中接过了他们的午餐，内有五香

酱鸭、金汤肉片、孜然面筋、时蔬，

一碗米饭，再搭配一份绿豆汤。

学生们吃得香，但每个月的

问卷调查，总会收到家长这样的

反馈：餐里肉太少了；孩子在长身

体的时候，根本吃不饱。

“既然花了钱，就希望午餐里

的荤菜能多一些。”一位学生家长

告诉记者。

实际情况如何呢？

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化学

与生物技术学院食药教研室副主

任孙昕承担《“健康中国 2030”战

略下福建省学生配餐及闽菜营养

状况研究》课题。

她在 2022 年 3—12 月，选取

福州、厦门、南平市中小学学生餐

供应公司的午餐食谱进行分析，

结果表明，畜禽肉类供应普遍过

高，谷薯类供应也偏高，因此对应

餐食提供蛋白质、能量、碳水化合

物和脂肪均存在一定的超标情

况，其中蛋白质供应超标情况最

为普遍。蔬菜类供应量基本适

宜。鱼虾类、大豆及其制品、坚果

类普遍偏低。

此前，福建省营养师协会走

访了九地市的学校、团餐企业，也

有同样的发现：学生能量及蛋白

质摄入量较充足，但维生素 A、B1、

B2、C、钙等摄入不足。

福州市疾控中心地方病和慢

性病防治科主任医师徐幽琼说，

学龄儿童正处于生长发育阶段，

维生素及钙等摄入不足，可能引

起骨骼和牙齿、视力等发育不良，

生长发育受阻。若学校食物供应

不均衡，肉类摄入过多，鱼虾类、

新鲜蔬菜水果、奶及其制

品吃得不够，会

引 起 营 养 不 均

衡，或导致超重肥胖。

身边不少小胖墩，实际上就

是营养不均衡的表现。

结合地方饮食特色
将营养均衡落到实处

禽畜肉类摄入过多，果蔬摄

入偏少，这一现象并非新发现，为

何成了无法解决的“老问题”？

表面上，是家长对营养的认

识不足等，究其根本，是因为缺乏

地方标准。

近年来，我国陆续出台《学生

餐营养指南》和《学校食品安全与

营养健康管理规定》等中小学生

的营养和健康的标准和规定。天

津市、深圳市等地已相继出台中

小学生营养配餐指南或膳食指

导，但福建未出台相关标准。

福建省营养师协会副会长俞

锦福认为，由于各地的膳食结构

和食物供应不同，经济发展水平

和营养知识普及程度不同，以及

中小学校营养配餐员配备与相关

硬件、软件设施的差异，中小学生

营养餐和营养健康管理规定的实

施和落地还缺乏符合当地情况的

具体标准和明确指导。

比如，天津的《天津市中小学

学生餐营养指南（2018 年版）》不

仅对一些烹饪细节作出了规定，

还提出根据中小学生营养需求和

天津本地居民饮食习惯选购食

材，芝麻烧饼、麻酱花卷、打卤面

等北方小吃也“进驻”学生营养餐

食谱。

今年 4 月 22 日，福建省营养

师协会组织专家、相关配餐企业，

研讨立项制定团体标准“中小学

生营养配餐指南”（下称指南），希

望对我省 6~17 岁中小学生的学

生餐膳食营养原则、学生餐食物

选择和要求、学生餐管理和配餐

程序等进行具体规定，以期改善

我省中小学生营养与健康状况。

指南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

和我省地方标准的相关规则起草，

在参考全国各地中小学生营养配

餐原则以及我省营养餐的实践基

础上形成，考虑了我省的膳食习惯

和食物供给，具体化了一周带量食

谱举例及营养分析，增加了配餐程

序，有助于营养餐落地。

“有了标准，供餐单位就能在

满足中小学生生长发育所需能量

和营养素需要的基础上进行食物

同值互换，做到食物多样，适时调

配，注重营养与口味结合。学校

可以将每天的食谱及营养素逐个

列出，做到餐餐有依据，孩子吃得

饱又营养均衡，家长也就更加放

心。”俞锦福说。

下一步，福建省营养师协会

将征集参编单位，进一步征求各

方建议，拟定初稿，多方论证，推

动指南尽快出台。

让这一餐影响每一餐
让食育理念进入千家万户

“以指南为推进器，期盼引起政

策制定者的关注，能制定相关的法

规，让企业、学校、家庭共同参与。”

指南参与人员希望各方共同发力，

让学生餐好吃又营养，既能“上桌

子”，也能“进肚子”，让营养健康的

饮食理念，进入千家万户，让这一餐

影响每一餐，使营养餐真正成为未

来孩子健康发展的有力条件。

食育是关键环节。福建有部

分学校和企业已开始尝试：

福建师范大学附属小学食育

教室“小狮子工作坊”，学生在老

师的指导下，不仅认识食材、熟悉

炊具食具、学会操作厨房电器，还

学习简单的烹饪；

厦门市寨上小学携手团餐企

业在学校开展食育文化课程，将

“光盘行动”、“感恩教育”等贯穿

到日常生活中；

2019 年，南平博文集团和福

建省营养师协会合作，针对南平

地区近百所学校开展营养宣教；

福建京元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每学期为每一所服务的学校赠送

系列营养课程，做好食育教育；

福建禾堂集团是中国食育教

育工程的发起单位之一，所有的饭

菜都有营养师和配餐员按照学生

营养指南制定，不久前，集团打造

福建首家食育工坊，以家庭为单

位，通过烹饪比赛等，开展食育。

在今年的福建省两会上，福建

省政协委员林宁宁建议，推动食育

立法、执法；推进家庭食育；构建食育

课程体系；开展食育基地创建与示

范工作；完善单位、企业特别是学校

食堂建设和管理标准，并广泛普及；

配备营养师等专业力量，多方协力，

共同推动食育等营养健康工作。

“让决策者、从业者和接受

者都养成均衡饮食的理念，才能

努力开创福建省中小学生营养

配餐标准化新局

面。”福建农林大

学副校长郑宝东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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