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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学校和幼儿园正在全面实行校长
陪餐制。意见在总结地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
对校长陪餐制提出了新的细化要求，推动学
校和幼儿园将校长陪餐制落到实处。

这位负责人介绍，意见明确了陪餐工作
的具体内容，要求陪餐人员对饭菜进行客观
评价，对食堂环境卫生、从业人员工作情况等
进行监督，做好记录。要求对陪餐中发现的和
学生反映的食品安全问题及风险隐患立即整
改，并对整改结果进行复核。

目前，我国学校食堂“明厨亮灶”覆盖率
已超过90%。这位负责人介绍，意见提出，提

高校园食品安全监管效能，要求市场监管、教
育行政部门积极借助“明厨亮灶+互联网”，随
机抽查供餐单位和学校食堂的食品安全状
况，主动查找、发现供餐单位和学校食堂的食
品安全问题及风险隐患。

“强化校园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一支重
要力量就是广大学生家长。”这位负责人介
绍，积极吸纳家长委员会代表参与学校食品
安全例行检查，是强化校园食品安全社会共
治的一种重要的方式创新。意见要求，具备条
件的中小学和幼儿园应建立完善相关制度，
明确检查内容、检查频次等。

将校长陪餐制落到实处

四部门发布指导意见:
强化校园食品安全管理

校园食品小卖部

到2022年底
所有学校要开展
心理健康服务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宣部、教育部
等12个部委日前印发《健康中国行动——
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行动方案（2019—2022
年）》，提出到2022年底各级各类学校要建
立心理服务平台或依托校医等人员开展学
生心理健康服务，学前教育、特殊教育机构
要配备专兼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

根据这一行动方案，到2022年底，50%
的家长学校或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点应开
展心理健康教育；60%的二级以上精神专科
医院设立儿童青少年心理门诊；30%的儿童
专科医院、妇幼保健院、二级以上综合医院
开设精神（心理）门诊；各地市设立或接入心
理援助热线；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核心知识
知晓率要达到80%。

国家卫健委疾控局有关负责人说，启动
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行动就是为确保实现上
述到2022年的阶段性目标，应对当前儿童青
少年心理行为问题发生率和精神障碍患病率
逐渐上升的挑战，形成学校、社区、家庭、媒
体、医疗卫生机构等联动的心理健康服务模
式，基本建成有利于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的
社会环境。

据悉，在方案列出的六个具体行动中，
涉及不少已开展试点的预防干预措施，加
强了重点人群的心理疏导。比如，对于面临
升学的学生及家长、处境不利的学生、一般
不良行为青少年要进行心理辅导，必要时
开展心理干预。 据新华社

我省出台“意见”照护婴幼儿
让三岁以下孩子
托育不再难

1月 1日，《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
于加快推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
的实施意见》（下称《实施意见》）正式实施。

近年来，“全面两孩”政策的实施对我
省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带来了挑战。在这一
背景下，学前教育的主要任务依然是满足3
周岁以上适龄儿童进幼儿园的需求。

省教育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我省近
4000多家入托机构中，有3300多家机构依
托幼儿园提供2岁至3岁婴幼儿的照护服
务，还有近900家为社会入托机构。“我省
目前共有幼儿园9129所，在园幼儿数180
多万，3岁以上幼儿的入园率为97.8%。”下
一步，针对2岁至3岁婴幼儿入托，教育部
门将鼓励有条件的幼儿园开设托班。

此外，社会力量的介入也将有效破解
“托育难”问题。省发改委已将加强婴幼儿
托育服务工作作为实施人口均衡发展战略
的重要举措，目前，已鼓励我省信用好、有
投资意愿的企业和有资质的金融机构自愿
参与普惠托育服务试点申报。

2020年，我省将初步建立婴幼儿照护
服务政策体系和标准规范体系，城镇社区
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覆盖率有所提高；各
设区市至少培育2家以上省级示范单位，婴
幼儿健康管理率达到90%以上，婴幼儿家
长科学育儿知识普及率达到80%以上。

据《浙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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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题，，保障在校学生保障在校学生““舌尖上舌尖上
的安全的安全””。。 □□据新华社据新华社漫画 吴玉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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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幼儿园食堂原则上采用自营方式供餐

该负责人介绍，意见有两大亮点：
一是具备条件的中小学、幼儿园食堂原

则上采用自营方式供餐，不再签订新的承包
或者委托经营合同。

二是非寄宿制中小学、幼儿园原则上不
得在校内设置食品小卖部、超市，已经设置的
要逐步退出。

因片面追求经济利益，一些校外供餐单
位、承包或者委托经营的食堂，容易放松食品

安全管理。“在监管执法中，发现了因为主体
责任不落实，疏于食品安全管理而引发食源
性疾病的问题。”这位负责人说，为有效有力
防范此类安全风险，意见要求具备条件的中
小学、幼儿园食堂原则上采用自营方式供餐。

为推动中小学生、幼儿养成健康饮食习
惯，通过正餐摄入营养所需，防止片面依赖零
食，意见要求，非寄宿制中小学、幼儿园原则
上不得在校内设置食品小卖部、超市。

整治校园周边无证无照经营食品

校园周边无证无照经营食品一直是学生
家长们的揪心事、烦心事。这位负责人说，为
解决这些问题，意见明确规定，对学校周边用
房有管理权限的学校，不得将周边用房租借
给无证无照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的个人或
单位。同时，强化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
行政监管部门及时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犯罪
的食品安全案件，公安机关严厉打击学校及
周边食品安全犯罪行为。

“意见对校外供餐单位食品安全管理提
出新要求。”这位负责人介绍，一是注重强化
人员培训、提高食品安全素养，定期参加食品
安全培训考核，每周进行一次集中学习，掌握
食品安全法律法规要求。二是注重食品安全
风险防控，要求供餐单位每周开展食品安全
自查，发现食品安全问题和隐患，立即采取整
改措施，确保整改到位，并向属地市场监管部
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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