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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柯进

前几天，在吉林大学的迎新现场，一位刚报到的博士生一连向迎新点的老
师扔下了两个问号———学校食堂饭食的价格谁来监管？ 饭菜质量怎么保证？

这样的疑问不只是在大学。 事实上，每到开学，学校菜价波动及食堂
饭菜质量一直是家长、学生普遍关注的话题。在物价波动的市场经济环境
下，究竟有没有一种模式，既能保障饭菜质量又能平抑学校食堂价格？

针对社会疑问， 2013年4月湖北省随州市义务教育学校启动了食堂
“一价制” 管理试验。 这种试验的核心， 是学校食堂坚持公益性和非营
利性原则， 由学校自主经营、 统一管理、 统一饭菜价格。

试验一年多以来， 这种学校食堂“一价制” 管理试验改革成效如
何？ 能否打消家长、 学生和社会的疑问？

■对于主办
学校食堂的校长
们来说， 让食堂
回归公益性、普
惠性的最大 挑
战， 既有改善食
堂硬件条件的资
金压力， 也有餐
饮服务标准的规
范、统一，更重要
的是要解决用于
平抑物价上涨的
补贴资金来源问
题。

■蔬菜价格
的上下波动是市
场经济的本质特
征， 而学校食堂
饭菜价格不论市
场如何波动都要
保持稳定， 这是
计划经济特征。
在“市场”和“计
划” 两种调节手
段之间， 如何寻
找平衡， 是随州
市推进学生食堂
“一价制”改革的
关键所在。

“痛”出来的“一价制”
所谓“一价制”，核心可概括

为16字，即品种多样、营养卫生、
自主选择、统一价格。在“一价制”
下，早餐、午餐和晚餐，不管饭菜
的品种和分量， 都分别确定一个
固定的价格。 随州市教育局负责
人说， 随着城乡义务教育进入全
免费时代，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后
勤的勤工俭学职能已经结束了其
历史使命， 学校后勤工作的核心
是管理和服务，“从这个意义上来
说，我们的一价制改革就是‘痛定
思痛’的结果。 ”

随州市学 校后 勤 工 作 的
“痛”， 源自2013年3月随州市随
县被媒体曝光的“淮河事件”。 该
事件暴露的淮河镇中心学校在农
村贫困生生活补助发放和学生食
堂财务管理不规范问题， 几乎一
夜之间将该市在学校后勤管理工
作上所做出的成绩全部归零。

今后的学校后勤管理何去何
从， 成了困扰随州市的一个现实
难题。 2013年4月8日，湖北省委
书记李鸿忠一行在随州市骆店中
心小学调研时提出，“要努力办好
学生食堂，确保学生吃得起、吃得
饱、吃得好，消除中小学生因家庭
经济差异而在心理上产生的隐性
歧视， 促进学生身心健康。 ”3天
后， 湖北省教育厅厅长刘传铁再
次来到该校调研， 探讨在义务教
育阶段学校学生食堂试行“一价
制”的可能性。 不久，随州市随即
出台了《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义
务教育阶段学校学生食堂管理试
行一价制的意见》。

然而，在物价时有波动的市场经
济条件下，要保持学生食堂饭菜质量
不下降、价格相对稳定，并非易事。对
于“一价制”这样的新鲜事物，一些校
长起初有畏难情绪，甚至有的校长以
“不同年级学生身体需求不同， 饭量
大小有别”为由，提出“一价制”不好
操作。

“一些校长有畏难情绪的背后，
实际上是怕食堂亏本，成为学校的经
济负担。 ”时任随州市副市长的李雅
君在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食堂
‘一价制’暨校园校车安全管理工作”
现场会上表示：“任何学校不得以提
供保障服务为名， 行创收盈利之实，
学校食堂决不能成为赚钱的工具。 ”

公益性、普惠性定位，为随州市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食堂“一价制”管
理运行划定了一条“红线”。当年秋季
开学，在随州市政府的推动下，“一价
制”开始在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全
面推开。

“办食堂确实不是一件轻松事
儿。 ”随州市曾都区两水学校副校长
杨晓敏一边看着孩子们大口吃饭，一
边感慨说，“有了食堂后，学校其实就
相当于自己要经营一家小企业，进货
渠道、进货价格、食品安全、饭菜质
量， 还有食堂职工的健康情况等，一
大堆问题都得操心，各个环节都得衔
接好。 ”

杨晓敏是一个“老后勤”，她告诉
记者，推行“一价制”后，后勤上的压
力更大了，几乎牵涉了学校一半以上
的精力，“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工作辛
苦，就降低伙食标准，也不能因为累，
就想着从学生嘴里抠点好处。 ”

一枚小小的鸡蛋涨价，就可能引发整个消费品市场的价格波动。 在食品价格上涨往往推高消费成本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学生食
堂何以独善其身维持高质量、低成本运行？ 面对这道曾被视作学校后勤最大的民生难题，湖北省随州市进行了积极探索———

食堂“一价制”管理如何破难关

“一价制”背后的理念之变
事实上，面对学生食堂“一价

制”的政府理想，许多校长和杨晓
敏一样，都是在疑惑中摸索前行。

在实际运行中， 学校食堂并
非“小企业”，工作流程上虽然酷
似企业，但本质区别在于实行“一
价制” 后的学校食堂并不像企业
那样追求利润的最大化。 在随州
市， 学校食堂的公益性不是一个
空洞的口号。 与全国许多地区的
教育局机构设置不同， 随州市教
育局在该市全面实行大部制改
革、大幅合并缩减机构的背景下，
专门内设了一个负责学校后勤管
理工作的学校后勤保障与管理办
公室， 以全面督促和监测全市义
务教育阶段学校食堂的日常管
理、运行，以确保其公益性。

“这不只是简单增加一个机
构的问题， 其背后其实是包括学
校食堂在内的后勤管理理念和职
能的转变，也就是说，实行‘一价
制’以后，学校后勤管理由经营向
管理转变， 由创收型向服务型转
变。”随州市教育局副局长黄晓春
说，过去，负责学校后勤管理工作
的部门一般叫“勤工俭学管理办
公室”，大多属于教育行政部门的
二级单位，是事业单位编制。而新
成立的学校后勤保障与管理办公
室是教育局的内设科室， 机构的
这种设置更有利于理顺关系、明
确职责和规范管理。

对于主办学校食堂的校长们
来说，让食堂回归公益性、普惠性
的最大挑战， 既有改善食堂硬件
条件的资金压力， 也有餐饮服务
标准的规范、统一，更重要的是要
解决用于平抑物价上涨的补贴资
金来源问题。显然，仅有一个专门
机构远远不足以推动学校食堂运
行模式和职能的转变。

“若没有各级政府的财政投
入和政策扶持，‘一价制’根本无法
从纸面蓝图变为现实。 ”据随州市
教育局学校后勤保障与管理办公
室副主任金锋介绍， 对于经济并
不富裕的随州市而言， 短期内完

全依靠追加投入并不现实。 最现实的
办法，就是用财政投入的“加法”做出
“乘法效应”。过去一年多，在随州市政
府的统筹安排下， 全市各县市区统筹
农村校舍改造工程以及农村义务教育
薄弱学校改造工程等项目资金， 将学
生食堂列入重点建设项目， 逐步改善
学校食堂设施， 使其达到餐饮服务许
可的标准和要求， 农村寄宿制学校标
准食堂配备率达到100%，即便规模较
小的农村学校， 也配备了伙房和相关
设施。

“馒头、糖包、肉包、花卷、热干面、
绿豆稀饭、鸡蛋汤、紫菜汤、瘦肉汤、炒
榨菜、大头菜、五仁酱丁、外婆菜、红油
三鲜……” 这是记者在广水市长岭镇
港昌小学看到的“学生早餐一周食
谱”。位于长岭镇集镇中心地带的港昌
小学， 在校学生都是集镇周边的走读
生，此前由于学校没有食堂，不少家住
街边的家长为了赶早集做生意顾不上
给孩子做早餐， 导致不少学生经常空
着肚子来上学。 为了让学生能吃上早
餐，学校专门建起食堂供应早餐。

“虽然食堂每天只做一顿早餐，
但我们一点也不马虎。每个学生每天
的早餐统一是3元，干稀搭配，保证至
少有15个品种、4个花样， 而且每天
不重样。”该校校长刘文朝说，学校食
堂从无到有以及早餐“一价制”的实
施，实际上与政府的追加投入、规范
的配套管理密不可分。

港昌小学的变化只是随州“一价
制”改革的缩影。 据随州市教育局局
长张道亮介绍，在“一价制”的实施过
程中，随州市随县、广水市、曾都区政
府都先后通过出台配套措施，增加教
育投入，改革考核办法等手段，从源
头上堵住了学校借口教育经费不足
从学生嘴里抠钱的制度缺口。截至今
年5月，仅随县，已投入1583万元用
于学生食堂配套设施标准化建设，交
付使用的有22所学生食堂； 广水市
投入食堂基本设施的建设资金755
万元，新建3所标准化食堂，改造维修
12所，使全市标准化食堂达到84所；
曾都区投入食堂建设专项资金1666
万元，新建改建标准化食堂16所。

“一价制”如何保证“一价”？
广水市蔡河镇中心中学是一所距镇区

14公里的农村学校， 全校580名学生中， 住
宿生400余人。 “一价制” 实施后， 通过财
政追加投入， 学校食堂等硬件设施虽然实现
了标准化配备， 但如何保证市场物价上涨而
食堂饭菜的质量和价格不变， 是校长汪国在
学校日常管理中最为棘手的问题。

蔬菜价格的上下波动是市场经济的本质
特征， 而学校食堂饭菜价格不论市场如何波
动都要保持稳定， 这是计划经济特征。 在
“市场” 和“计划” 两种调节手段之间， 如
何寻找平衡， 是随州市推进学生食堂“一价
制” 改革的关键所在。

以蔡河镇中心中学为例， 每天的中餐和
晚餐， 都是由3道菜组成的套餐， 价格统一
为4.5元。 “如果市场上猪肉价格涨了， 肉
菜的成本肯定会随之上涨， 但食堂既不能减
少荤菜的肉量，也不能涨价。”校长汪国说，为
了开源节流， 学校利用校园闲置的空地盖起
了一个养猪场， 每天将食堂的剩菜剩饭用作
猪饲料。 目前该校养猪场在栏肉猪达到130
多头，基本实现了猪肉供应的自给自足。

但是， 并非所有学校和蔡河镇中心中学
一样具备自给自足的条件。 在“一价制” 启
动之初， 对于一些校园面积紧凑或靠近城区
的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就有家长担心“一价
制” 很可能会逼着学校做“阴阳菜谱” 或
“阴阳账本”。

“为了把‘一价制’落到实处，我们在改革
启动之初就一直边改边摸索， 并强化学生食
堂运行流程的标准化、规范化的制度设计。 ”

随州市教育局学校后勤保障与管理办公室副
主任金锋说， 原材料供应是保证学校学生食
堂“一价制”顺利实施的一个关键节点。

原材料供应、 采购等这些市场行为对于
一向以教育教学为中心工作的学校而言，一
直是其“短板”。怎么办？随州市政府为此出台
了相关意见， 要求各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积
极争取所在地政府和有关部门加大对农村中
小学食堂的支持力度，落实相关政策规定，采
取有效措施帮助学校食堂搞好原料供应，减
免相关费用，使学校学生食堂降低经营成本。

按照随州市的规定， “一价制” 工作由
市教育局牵头， 财政、 物价、 卫生、 工商、
食品药品监管、 公安等部门各司其职， 加强
对中小学食堂的监管、 指导和培训； 教育行
政部门把食堂工作纳入对学校工作的评估内
容， 对学校食堂定期或不定期进行明察暗
访；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对中小学校学生食堂
的餐饮服务许可证的办证费、 年检费和各项
检疫检测费，按标准收取，对有特殊困难的学
校可酌情减免； 水电能源部门提供质优价廉
的各类能源， 价格按国家和省的相关规定执
行，降低中小学校学生食堂能源消耗的成本。

各级政府部门政策上的一路“绿灯”，
确保了学校食堂原材料供应价格保持相对稳
定。 同时， 随州市政府还通过“以钱养事”
的方式， 在农村义务教育学校设立包括学校
食堂工作人员和校园保卫人员在内的公益性
专门岗位， 既解决了义务教育学校非在编临
聘人员的工资待遇问题， 又在制度上堵住了
学校学生食堂经营或变相经营的口子， 改善

了学生食堂“一价制” 的“信任赤字”。
“3块钱的原材料， 做成可口的饭菜， 从进

货、 加工、 能耗到用工， 每个环节都要增加成
本， 所以学校必须精打细算。” 金锋说， “一
价制” 的原则是“统一价格、 营养卫生、 品种
多样、 自主选择”， 其中， “统一价格” 和
“自主选择” 最容易做到， 如何做到价廉物美，
确实需要学校费一番心思。

在随州市下辖的一市一区一县中， 广水市
是财政比较困难的一个行政区。 为了让孩子们
吃到物美价廉的可口饭菜， 该市对米、 面、
油、 煤等大宗物品， 实行“公开招标、 定点采
购、 统一标准、 集中配送”， 像蔬菜、 肉类、
蛋类等食品原材料采购， 由各校分管副校长、
后勤主任、 炊事班长、 保管员共同验收， 建立
台账制度。 在食品材料采购环节， 该市实行
“勤进快销， 以销定进”， 防止积压、 霉变、 过
期和浪费； 在仓储环节， 根据食材特点， 实行
分类储存， 食堂每日按用量取用； 在食堂加工
环节， 厉行节约， 粗菜细做， 并分期分批组织
烹饪技术人员参加提高培训， 最大限度地减少
加工环节的浪费。

同时， 该市在所有义务教育学校提倡使用
节能环保炉灶和厨具， 重点加强食堂易耗品的
管理， 延长使用寿命， 独立安装学生食堂的水
表、电表，学校教育教学和其他水电费用不得在
食堂列支；严格按照就餐学生人数，确定食堂需
配置的工种、岗位和人员数量，鼓励学校富余人
员到学生食堂工作，尽量减少临时聘用人员；抓
好“两个基地”建设，确保义务教育寄宿制学校
实现蔬菜、副食基本自给或部分自给。

“一价制”背后的食堂管理学
收入 ： 早餐235人次588.00元； 中餐

580人次2320.00元； 晚餐230人次920.00
元， 合计3828元。 支出： 包子、 馒头350
元， 稀饭40元， 面条60元， 咸菜10元； 蔬
菜490元， 肉类1200元， 大米800元； 水电
费140元， 天然气120元， 调味品60元； 工
人工资400元， 合计3670元。

这是记者在随州市曾都区两水学校看到
的该校食堂一天收支明细的情况公示。

“我们要求全市所有义务教育学校学生
食堂的台账经得起看， 经得起查， 经得起
核。” 随州市教育局副局长黄晓春说， 随州
市不仅要求各学校让食堂成本、 伙食价格
“晒” 在阳光下， 而且还要求每所学校成立
由学生、 家长、 教师代表和社会各界代表组
成的学生膳食委员会， 设立举报电话和公众
意见箱， 接受社会监督。 同时， 该市还要求
各中小学食堂实行专账结算， 加强收支管
理、 成本核算， 最大限度地压缩非生产性开
支， 合理制订饮食成本核算和定价规则， 严
格落实“保本微利” 原则。 学校食堂结余款
项滚动使用， 统一用于改善学生伙食， 不得
用于发放奖金、 福利、 津贴或挪作他用。

“一价制” 原则、 “三好” 目标、 “五
员” 情况公示、 食堂工作流程、 食品卫生安
全管理制度、 食堂财务制度、 食堂采购价格
公示、 食堂成本核算……在走访广水市、 曾
都区、 随县时， 记者看到每所学校的食堂售
卖窗口旁的显眼处都有各种各样的公示牌。

记者前往随州市曾都区两水学校的当
天， 离午餐开饭时间还有半小时， 当天值班
的杨老师便提前来到食堂。 检查完食堂操作
间卫生后， 他拿起饭盒开始对各种熟食分别
进行品尝———米饭、 红烧鱼块、 榨菜肉丝、
萝卜烧肉、 清炒黄瓜、 海带汤……一道菜不
漏地尝过后， 他在登记表中认真填写了情况
说明， 并签好姓名和时间。

“味道总体还行， 但汤稍有点油腻。” 他
告诉记者， 根据 《学校食堂陪餐制度》， 若
有不适反应， 他会立即上报学校主管领导或

校长， 并阻止其他人员食用。
记者发现， 在两水学校， 从食品采购、

贮存、 加工到出售、 消毒、 留样， 分别建有
《粮油入库制度》、 《蔬菜副食卫生制度》、
《食堂从业人员卫生制度》、 《寄宿制中小学
校教师陪餐制度》、 《食品留样制度》 等。

“食品安全要求中的‘三证’、 ‘三名’、
‘三期’ 分别指什么？”

“米面油等大宗食品采购应索取‘三证’
（营业执照、 卫生许可证、 生产许可证） 和
质量检验报告复印件， 自主采购物品包装上
必须有‘三名’ （厂名 、 品名 、 地名），
‘三期’ （生产日期、 保质期、 保存期） 和
‘三证’ （卫生或经营许可证、 质量检验合
格证、 出厂合格证）。”

“食品原料库存有什么要求？”
“库存原材料要实行分类保管， 主副食

仓库分设， 离地隔墙分架存放， 距离墙壁
10cm以上、 地面30cm以上。”

对记者在 《曾都区食品安全知识测试》
材料中随意抽出的这两个疑问， 食堂的工作
人员迅速给出了答案。

“食品卫生安全是最起码的要求。” 随行
的随州市曾都区学校后勤保障与管理办公室
副主任万勇智说， “我们要求， 每个后勤从
业人员每学期在食品安全方面的培训不得少
于20个学时。”

按照随州市“一价制” 的“规范动作”，
市教育局学校后勤保障与管理办公室定期开
展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和集中整治行动， 防止
校园食品安全事故发生。 同时， 督促各校建
立和完善“五员制”、 干部教师陪餐、 定时
免费加餐、 48小时食物留样等制度。 在此
基础上， 全市所有义务教育学校实施食堂原
材料每日晨检制度， 对进入学生食堂的食品
原材料生产、 收购和流通领域各环节进行监
管， 初步建立了从农田到餐桌的食品安全、
质量保障链条。 近两年来， 该市中小学未发
生一起大规模群体性食品安全事故。

将安全规范作为学生食堂运行底线的同

时， 把食堂作为一种校园文化来经营， 是随州
学生食堂“一价制” 管理的一个特色。

随州市曾都区何店一中食堂专设有无辣椒
区， 随县均川镇中心学校的电子显示屏上滚动
播放给当天过生日的学生的祝福语， 并提醒他
们到学校食堂免费领取生日餐……类似这样的
细节， 在随州市的义务教育学校里都能看到。

广水市长岭镇中心小学食堂被命名为“营
养港湾”， 记者到达这里时， 离学生吃晚餐还
有半小时。 走进食堂操作间， 只见餐台上放了
几个对扣着的大铝盆， 掀开其中的一个， 看到
里面是热气腾腾的手撕包菜， 显然这些是刚炒
好的。 但奇怪的是， 炒菜的大锅却是冷的。

原来， 因为晚餐学生就餐人数少， 他们为
了节约成本， 在食堂外靠近农田的走廊间另外
支了一个小灶。 在小灶旁， 一位朴实的大嫂正
专注地炒着萝卜丝， 灶台旁放着刚刚炒出来的
青椒肉丝。 说话间， 开饭了。 盛满土豆烧肉、
千张肉丝、 清炒豇豆、 手撕包菜、 清炒萝卜丝
以及紫菜蛋汤的6个菜盆被端上了售餐台。 学
生们陆续地来了， 他们端着各自的饭碗排着队
来打饭。 值日老师不停地重复说：“不够的可以
自己去添啊！” 记者数了数， 当晚就餐的学生
有19位。 据介绍， 该校绝大多数是走读生， 晚
上都回家吃饭。 尽管就餐人数少， 食堂还是为
他们准备了五菜一汤。

3月14日是随县均川二中学生蒋俊文的生日。
这天，他享受到了与其他同学不一样的待遇。 一大
早，学校教学楼前的电子屏上，便写着“×××同学
祝你们生日快乐！ 学习进步！ ”一抬头看到这句祝
福语，他的心情格外好。 这一天与他一起过生日的
有6位同学。 当天中午，他们不但在食堂享受生日
专座，学校食堂还免费为他们做了一份生日餐，而
且教师还特意为他们拍摄了生日照片。

“一价制” 带来的细微变化， 孩子们都看
在眼里、 记在心上。 该校七年级学生小宇在成
长日记中这样写道： “今天是我12岁生日， 从
5岁起爸妈就外出打工了， 我的生日都在学校
里度过。 今天， 有这么多的同学、 老师陪我过
生日， 我真切感受到了幸福！”

大西瓜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