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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安市学校校园 2023 年食品安全工作意见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遵循“四

个最严”要求，全面贯彻落实《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

《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学校食品安全

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江苏

省中小学食堂管理服务规范》《海安市学校阳光食堂建设管理

指南》等法律法规制度，以及国家、省、市关于食品安全决策

部署，防范化解学校校园食品安全风险，巩固食品安全示范城

市创建成果，切实保障广大师生饮食安全。

二、工作原则

（一）坚持安全第一。把保障师生、员工食品安全放在首

位，坚守安全底线，正确处理安全与发展的关系，增强从根本

上消除食品安全隐患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二）坚持预防为主。坚持关口前移，全面排查整治学校

校园食品安全风险隐患，严把配送学校食堂物品采购、加工、

保管等每一道关口，坚决守住不发生校园食品安全事故底线。

（三）实施全程控制。严格实施进入校园食堂的食材从采

购到餐厨废弃物处置全链条管理，健全完善覆盖全过程的管理

制度、责任体系和操作规范。

（四）加强协同共治。认真贯彻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工作部

署，加强与市食安委相关成员部门和区镇、街道联系，协同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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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学校校园、食材供应商食品安全整治。

三、工作目标

各中小学幼儿园（简称学校，下同）、供应商食品安全主

体责任进一步落实, 师生、员工食品安全意识进一步提升,有

效防范发生校园群体性食源性疾病事件，确保全市校园食品安

全状况持续稳定向好。

四、主要任务

（一）压紧压实责任。认真贯彻落实《企业落实食品安全

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各学校、供应商主要负责人（法人）

是本单位（学校含托管食堂、窗口）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要

压实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以及食品安全各岗位人员安全

职责，要将食品安全工作纳入绩效考核。

做好从业人员背景审核，严防不适人员从事学校食堂食材

采购、配送、加工、制作、储存等工作。

（二）健全工作机制。所有学校都要配备食品安全总监，

严格落实“食品安全员日管控、食品安全总监周排查、校园长

月调度”食品安全工作机制。积极做好领导包保食堂各项工作。

（三）抓实日常管理。严格规范食材（物品）采购、分拣、

加工、留样、配送、检测、洗消、保洁、贮存、销毁等各环节。

“互联网+明厨亮灶”视频监控、“七防”设施完好有效；所

有食材采购严格索票索证，食材快检（检测）“应检尽检”；

食材留样“应留尽留”，留足 200 克、48 小时；食物烧熟煮

透，中心温度不低于 70℃，烹调后至食用前存放时间不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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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小时；深入推进“五常管理”和“色标管理”，落实“陪

餐制”和“开放日”制。统筹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

（四）加强安全教育。定期组织从业人员学习培训《食品

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食品安全相关法律法规、制度、

常识、岗位责任等；每半年至少开展一次食品安全应急演练。

广泛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食品安全教育，中小学生全年

食品安全教育不少于 10 小时。保证学生吃饱吃好的基础上，

开展反食品浪费“光盘行动”，教育引导学生爱惜粮食，培养

节约习惯，制止餐饮浪费。

（五）推进阳光平台建设。持续推进“科技+制度+人”的

管理模式，明确专人负责市阳光平台日常运行与管理工作，用

好平台“食品安全管理”“订单与验收”等各模块功能，确保

平台程序正常运行率达 100%。

（六）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整治。会同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

开展全市学校和食材供应商春秋季、中高考、重要节假日校园

及周边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全力排查和清除学校校园食品安全

隐患。

五、工作要求

1.加强组织领导。市教体局建立主要负责人任组长的学校

食品安全工作领导组。各中小学幼儿园、区镇教办、各供应商

也要建立领导组，制定具体实施意见，确保各项工作扎实有序

推进。

2.加大检查督导。市教体局将持续组织开展“四不两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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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行检查，通报存在问题，落实“闭环管理”，限期整改到位，

消除问题隐患，推广亮点经验做法。

3.强化考核问效。各中小学幼儿园、各供应商要切实承担

本单位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区镇教办履行好监管责任。市局将

食品安全纳入对学校、区镇教办、供应商考核。发生食品安全

责任事故的，将依纪依规追责问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