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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就“预制菜进校园”话题，教育部有关司负责人指
出，鉴于当前预制菜还没有统一的标准体系、认证体系、追溯
体系等有效监管机制，对“预制菜进校园”应持十分审慎态度，
不宜推广进校园。

受访的多名部门人士表示，将进一步加强校园食品卫生、
安全监管。泉州市教育局相关人士表示，根据掌握了解的情
况，目前为我市中小学大多采取中央厨房、餐饮公司集中采
购、统一烹饪、统一配送的方式供餐，虽然预制菜还没有明确、
权威的标准，但从加热即可食用等角度来看，未发现有这类预
制菜进入校园的情况。

泉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人士表示，食品企业在申请
食品生产许可的时按照《食品生产许可分类目录》中的32个大
类进行申请，企业要生产哪个类别的食品，就对应申请哪个类
别的生产许可。对于市民对预制菜进校园普遍担忧的情况，该
负责人表示，国家对食品生产有严格的标准，比如食品
内的添加剂不能超标、防腐剂不能超量，在国家标准
下生产的食品是没问题的。对于预制菜是否进入
校园的情况，该局将会同相关部门，结合“点题
整治”、日常监管等，对配餐公司和学
校进行检查，检查中发现的问
题，将督促整改，同时，也将
结合政策规定，摸索
更好的监督管
理方法。

加强校园食品安全监管

预制菜进校园 家长普遍担忧
我市校园未发现使用预制菜的现象

校园食品安全问题向来备受关注。今年秋季开学
初，江西赣州的中小学生家长发视频表达对学校午餐
的不满，指出配送的午餐速度慢、质量差、口感不佳
等问题。这条消息形成的“预制菜进校园”词条，很快
登上热搜。一时间，对“预制菜进校园”的担忧和讨论
扩散到社会各界。

“预制菜进校园”之所以牵动人心，是因为它关系
学生们的健康。中小学生处于重要的成长发育阶段，
为他们提供的饭菜，必须要兼顾安全、营养、新鲜、美
味等要求，容不得半点马虎。

我市不少中小学开展午托午餐服务，没有食堂的
学校，午餐大多由餐饮公司、中央厨房配送。那么，我
市是否有预制菜进校园的现象？本期新闻调查关注此
话题。□本报记者 廖培煌 杜婉琼 詹伟志 实习生
卢慧娟/文 陈小阳/图

把包装在精美的食品盒袋里的菜取出，
放到炉火上面加热，几分钟后，一道色香味
的菜肴就出现在眼前……免去了洗切、翻炒
焖炖、加佐料等繁琐，节省了等待的时间，这
样的菜被大众普遍认为属于“预制菜”。

据统计，全国预制菜相关企业从2018
年的8000家，激增到2022年超7.6万家；市
场规模从 2017 年约 1000 亿元，增长到
2021年超3000亿元。

那么，到底什么样的菜属于预制菜？
“目前国家对预制菜还没有制定统一的

定义和标准，福建也没有出台相关标准规范。”
泉州市食品行业协会秘书长余志聪介绍，他认
为，预制菜主要分为即烹食品、即热食品、即食
食品和即配食品4个类型。在大多数人的认知
里，预制菜主要是像已经切配好的即配食品和

类似冷冻小龙虾、酸菜鱼调料包的即烹食品。按
照4个类型标准来看，目前泉州预制菜企业有
300多家。

泉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目前国家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规定预制菜
的定义、标准。食品行业定义的“即食食品、即
热食品、即烹食品、即配食品”四类预制菜，这
个概念是从广义上而言。狭义上，很多人认为
预制菜是加热即食的料理包（盒）。

据了解，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按照《食品生
产许可分类目录》中的32个大类对食品进行
生产安全监督管理，比如水果制品类、糕点类
等，但没有专门的“预制菜”类别。32个食品大
类与预制菜品相互交叉，现有的体系已经涵盖
了各食品类别，未来是否会将“预制菜”单独分
类还未可知。

预制菜无统一定义和标准

预制菜发展的历史其实并不长。2019
年，许多人第一次听说预制菜。2020年，预
制菜帮助了很多因疫情隔离的人解决三餐
困扰。2021年，预制菜悄然普及。2022年，
人们逐渐发现平日点的外卖是花了炒菜的
价格吃着廉价的料理包，便产生被欺骗的感
觉，对预制菜的看法开始变得负面。

现在，预制菜越来越普遍，商超、外卖、
餐饮店都有它们的身影。有相当一部分人认
为，预制菜有着天然“原罪”——不安全。

一家食品企业负责人郑先生认为，预制
菜将原材料预加工之后，做成成品或者半成
品，为了保鲜或者延长保质期，有的会使用
食品添加剂。

一方面，预制菜具有方便快捷等优点，被
认为是食品、餐饮业的新风口。另一方面，其
处于产业发展初期，相关行业标准不健全，不
仅缺乏国家统一标准，也缺乏相应评价标准
和市场监管标准，存在生产不规范、菜品高盐
高脂、包装材料不安全、卫生不达标等诸多问
题。而为保鲜、延长食品保质期或者提升口
感 ，预制菜在生产过程会采用一些保鲜工艺
或使用食品添加剂。大家完全有理由对其口
感、卫生、新鲜度、安全性等方面提出疑问。

此前，@央广网 发布了一项调查，超过
41%的网友认为预制菜为“科技与狠活”，影响
孩子长身体，超过21%的网友认为“预制菜大
都高盐、高油、高脂肪，会增加肥胖风险”。

伴有“科技狠活”预制菜有“原罪”？

对于多数人而言，即便接受预制菜，也
不等同于接受预制菜进校园。我市有数百所
中小学推行午托午餐服务。根据多地反馈的
情况，校园未发现使用预制菜的现象。

据了解，我市一部分中学有自有食堂，
自营或者采用公开招标的方式选定承包方，
米、面、油、肉类、调味品等大宗食品采取公
开招标或集中定点采购，原材料集中配送，
学校食堂自主加工；一部分中学和没有食堂
的小学，为学生提供午托午餐服务，午餐则
大多由餐饮公司或中央厨房供餐。

鲤城区教育集团子公司崇德教育产业
服务有限公司对鲤城区学校服务的配餐、课
程等统一管理，其中午托用餐委托有资质餐
饮公司配餐。相关人士介绍，各校配餐服务
采用中央厨房集中供餐模式，由餐饮公司统
一配送，每日配送的餐品均为当天烹饪。目
前，共为30所左右学校、3000余名学生供
餐。针对食材采购、烹饪、配送等关键环节，
严格落实“明厨亮灶”，每餐做好留样和食材
取样检验，确保食材来源可追溯，严把食品
安全关。

“我每周都会到小学陪餐，暂时没有发
现学校存在预制菜的现象。”德化县教育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德
化 的 幼 儿 园

和大中专院校均为自营食堂供餐，中小学由
中膳餐饮有限公司和金泽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负责配餐，单日提供中餐和晚餐约3400份。

近期，德化县教育局对两家配餐公司和
其中两家自营食堂学校，进行食品安全卫生
及预制菜品的突击检查。在原材料质量排查
中，两家配餐公司采购的食材质量总体较好，
新鲜度较高。所有食材均以采购原材料的形
式自行加工；冻品食品标签清晰明了，符合卫
生和质量标准，无使用预制菜给学校供餐。

“截至目前，石狮所有学校未发现有预制
菜现象。”石狮市教育局校园安全服务中心
（卫安食安）负责人李明篇表示，今年秋季开
学前，石狮市教育局已经明确要求各校，预制
菜不能进入校园。石狮市教育局和石狮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卫生健康局等3部门还进行
联合抽查。目前石狮已100%完成食堂明厨
亮灶工程，食材采购“一品一码”溯源也
100%全覆盖。

除了上述县市区，多地相关部门人士表
示目前不允许预制菜进入校园或者未发现预
制菜进校园的现象。

余志聪表示，泉州目前一些学校主要以
餐饮公司统一配餐的形式供餐为主，目前为
止，暂未发现直接使用预制菜料理包的现象，
不过，不排除食材中含有预制菜原料的情况。

我市校园未发现使用预制菜现象

那么，餐饮公司配送的午餐情况如何，午餐的品
控机制如何？这无疑也是家长关心的问题。

近日，记者走访了石狮一家供餐公司——泉州民
祥餐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了解餐饮从备菜、制作再
到送餐过程。公司相关负责人蒋明松介绍，企业为石
狮市、丰泽区和泉州台商投资区36所中小学提供配
餐服务，主要提供午餐，每天配送2.2万份左右，供餐
标准为两荤两素一汤一米饭，不定期配送牛奶和水
果，配餐中的饭菜根据孩子成长期对蛋白质、维生
素、碳水化合物和卡路里等需求进行搭配。

“除了鸡鸭类选择冻品外，蔬菜和肉类都是当天
早上现采购的，规定在24小时内必须使用完毕。除此
之外，像玉米粒这类可能被认为是‘预制菜’的原料，
也禁止采购。”当天上午9点多，记者站在中央厨房的
参观通道，隔着透明玻璃看到，身穿隔离服、佩戴发
套和口罩的配菜员，将刚出炉的米饭分装打包，热调
理区的锅炉中炸着醋肉，工人随时清理地面，车间整
洁干净。据了解，中央厨房主要分为蔬菜精处理区、
肉类加工区、米饭生产区、热调理区、餐具周转箱清
洗间等区域，采用人物分流、闭环管理的方式确保餐
食安全和卫生，设有食品安全溯源管理系统，可追踪
进购食材来源。

具体运作上，蔬菜和肉类等食材当天凌晨2点被
送往快检间进行农药残留检测和瘦肉精检测，由品
控专员筛检后运往各加工处理间，经过烹调、分餐、
包装后装入保温箱，再由餐车运送至各学校。“一般9
点半出餐，2个小时内送到学校，食物在师生入口前
的温度必须达到60摄氏度以上，由学校老师随机抽
查测温和拍照，以确保食品的新鲜程度。”相关负责
人表示。

上午 11 点，记者来到石狮市银江华侨学校，
2600份师生午餐由民祥餐饮提供。教学楼走廊，每个
班级前放有保温箱和汤碗，其中一个保温箱里，一根
温度计插在红色饭盒里，温度显示63.3摄氏度。每个
楼层设有加餐区域和打汤区，配备配菜员为学生服
务。一楼餐车停放区域旁墙上挂着6本记录表，分别
为试吃记录、场所消毒记录表、热链验收记录表、留
样记录表、食材检验报告、餐食回收记录表和配送人
员追溯记录。

记者随机拿起一份饭盒查看，塑料材质外观干净
整洁，菜品的味道咸淡适中，分量充足。据了解，饭盒
采用PP材质，每18个月定期更换。

11点半，学生从保温箱取餐到座位上食用，饭盒
里有炸醋肉、肉沫烧土豆、西红柿炒蛋、高汤萝卜和
米饭，例汤是金针菇肉沫汤。一名六年级学生说，她
从1年级开始在学校吃午餐，当天菜品都是她喜欢
的。接受采访的学生大多表示喜欢当天的菜肴，也有
学生表示有些菜不喜欢吃。

记者此前也走访过市区多家提供午餐的小学。一
家小学为1000多名学生提供寄午服务，学校、家委等
共同考察、招标引进一家有资质的餐饮公司，为学生
配送午餐。中午11点多，孩子们排队自主领餐，秩序
井然。当日午餐荤素搭配，有鸡腿、豆腐、白菜和一份
例汤。领到餐的同学纷纷打开餐盒品尝起来。多数学
生将饭菜吃完。吃完饭后，同学们将餐盒盖好，分类
重新放入保温箱。

餐饮公司配送午餐
随机抽查确保食品新鲜 预制菜引起家长乃至社会广泛关注的背后，是一系列的疑

问：预制菜的安全卫生情况有保证吗？能否满足学生日常营养需
求？家长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监督权又该怎么保障？

一名供餐企业人士坦言，预制菜诞生本身是为了提高效
率，帮助餐饮实现标准化生产，方便快速配送。如今有出现的
乱象，原因在于相关产品生产规定尚未健全，给一味谋取利益
的商家留下“浑水摸鱼”之机。

“预制菜口味差，只能作为提供营养价值的‘能量菜’，优
点是方便、快捷，只需加热即可。缺点是无法保证制作原材料
的卫生、健康。预制菜在某种程度上适合快节奏生活人群，但
不适合大部分人群尤其是孩子。”市民张先生认为。

市民小薇说，她并不拒绝预制菜，但坚决拒绝预制菜进校
园。成年人可以根据需求选择是否购买预制菜。而让学生吃预
制菜，则让处于身体发育期的孩子承担可能的风险。

网友“救猫咪”表示，社会公众应该有知情权，是现炒现做
还是用预制菜，店铺信息里应该严格标明，如果出现挂羊头卖
狗肉情况公众可以举报、投诉，违规店铺必须受到处罚。

余志聪倡导，预制菜企业在生产过程中要清洁标签，在商
品配料表中尽可能减少人工添加剂，保留食品的天然属性。同
时，预制菜应在标准体系、认证体系和追溯体系等有效监管机
制得到制定和完善，行业积累一定经验、生产信息更透明，赢
得社会信任后再推广进入校园。他建议，在供餐方面应给予家
长充分的知情权和选择权，与家长保持良好的互动，这样才能
消除学生家长、社会的疑虑。

应拒绝预制菜进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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