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校食堂调研报告最佳(优秀5篇)
在当下社会，接触并使用报告的人越来越多，不同的报告内
容同样也是不同的。怎样写报告才更能起到其作用呢？报告
应该怎么制定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报告范文，仅供
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学校食堂调研报告最佳篇一

（一）高度重视，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政府及相关部门要充
分认识学校食堂食品安全的重要性、紧迫性，应把学校食堂
建设作为最基础、最优先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加大经费投
入，对学生食堂的基础设施建设、大型设备购置及维修进行
必要的投入，全面实施“明厨亮灶”工程。同时，开展学校
食堂“升a灭c”行动，有计划、有步骤的改造陈旧的的食堂，
及早实现“三化”（瓷化、钢化、亮化），提升学校食堂的
硬件水平。在新建、改建、扩建学校食堂时，主动与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部门沟通，从而确保食堂功能齐备，布局合理、
设施完善，从根本上改变学校食堂布局不合理的状况。

（二）加强管理，落实学校主体责任。

一是督促学校承担主体责任,开展学校食堂食品安全自查和评
价，按照新《食品安全法》的要求建立自查制度，定期对学
校食品安全状况进行检查评价。

二是强化食堂内部管理，严把食品及原料的采购关，加强食
品加工过程控制，建立严格的食品留样制度，严格落实保洁
消毒制度，加强学校食堂从业人员健康管理。

三是教体部门要切实强化学校食堂食品安全行政主管责任,加
强学校食堂食品安全工作责任和目标考核,有效杜绝无证经营
和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食堂对外承包。



（三）强化培训，提高食品安全意识。

一是加强对食品安全知识的宣传，以“全国食品安全宣传
月”为契机，大力开展食品安全知识“进校园”活动，提高
学校和学生的食品安全意识。

二是加强对学校负责人和食品安全管理员的培训，按照新
《食品安全法》建立监督抽检考核和公示制度，推进食品安
全的责任和制度逐层落实。

三是强化技能培训，全面落实“四有两责”，不断完善应急
响应体系和工作机制，加强队伍能力提升，以便在突发重大
食品安全事件面前，能做到判断准确、组织有力、反应迅速、
处置高效，把损失降到最低限度。

（四）充实力量，提升餐饮执法水平。

一是要增加投入。要加大对餐饮安全工作的财政投入，解决
好监管部门执法交通工具，快速检测装备，取证工具，信息
化设备等。

二是要完善队伍，配齐配强监督执法人员，特别是要将具备
专业素质、责任心强的年青人快速补充到执法队伍中，为确
保学校餐饮安全提供强大的后盾。

三是强化对监管人员的培训。根据国务院《食品安全宣传教
育工作纲要》及省里、市相关要求，有计划地对监管人员在
法律法规、专业知识等方面进行培训，切实提高监管人员的
业务水平。

学校食堂调研报告最佳篇二

面对物价上涨的压力，各地各校应积极应对，不能将物价上
涨的压力一味转移到学生身上，给学生家庭增加负担。一是



要科学安排食谱，尽量避开高价，如东宝中学在物价高峰期，
避开涨幅较大的肉类食品，取之以禽蛋、鱼类食品，提前让
学校菜园的蔬菜供应食堂，降低了生产成本。二是实行大宗
食品原料招标采购制，xx市学校后勤管理中心近年来组织城区
大中型学校食堂统一招标采购大宗食品原料，进入学校的食
品原料比市场价低5%左右，既保证了原料质量，又有效降低
物价上涨风险，各地各校要继续贯彻这一政策。三是因地制
宜发展校内养殖业，近年来，xx市学校“两个基地”建设成效
显著，为学生食堂提供了大量物美价廉的原材料，对物价上
涨也有一定的消化能力。特别是农村学校要充分利用区位优
势，种植蔬菜，圈养家禽，减轻物价压力。四是合理拉开饭
价档次，至少要保证三个以上盒饭档次，一方保证贫困学生
和普通消费水平学生在学校能吃饱吃好，同时可以满足家庭
条件较好同学的需求，获取的利润用于平衡最低消费。

学校食堂调研报告最佳篇三

1、全市学校食堂发展不平衡，绝大部学校食堂通过近几年的
升级改造，硬件条件已完全符合上级有关部门的要求，但还
有一部分学校食堂的硬件有缺陷。食堂面积太小，少部分学
校食堂没有学生用餐的地方；个别学校的锅炉老化，急需更
换；部分学校食堂内的布局不合理，至今还存在4所c级食堂，
以及4所未评级的食堂。

2、缺少专业技术人员，饭菜质量难以提高。绝大部分学校食
堂厨师达不到等级厨师标准，无营养师，点心师，难以进一
步提高饭菜质量，据问卷调查，有51%的学生认为口味一
般，20%的学生饭菜只吃掉一大半。

3、学校食堂内部管理还存在管理不到位的现象，规章制度虽
已建立，但执行中还不能严格执行，如不戴口罩和工作帽的
不得上岗，指甲长的人员不得上岗等等，都存在一定的问题。

4、承包食堂还存在着过多追求利润，服务质量低劣，饭菜质



次价高，师生怨声较多的现象，自办食堂存在教师用餐明确
好于学生，学生不满意的现象，个别学校食堂的卫生状况不
佳，安全隐患潜伏，给师生身体健康带来影响，都会给学校
的教育教学工作带来负面影响。

学校食堂调研报告最佳篇四

一是学校存在“两轻”现象。由于思想认识的不足，学校办
食堂存在轻卫生管理、轻卫生基础设施投入等问题，具体表
现是：有的学校食堂面积狭小、功能布局不合理、缺间少室，
设施简陋、生熟切板不分、交叉污染现象严重，难于保证饮
食卫生安全。

二是卫生法律意识淡薄。食品监管点多面广，监管到不了位。
学校食堂未取得有效卫生许可证违法从事饮食经营活动，从
业人员未取得健康证上岗。

三是选址不尽合理、功能不分区。学校在新建、扩建、改建
食堂的选址不尽合理、设计不合理、功能区分不明确，导致
一些新建的食堂不符合卫生要求。

四是食品采购把关不严，采购大宗食品时，未向生产厂家或
批发商索取检验合格证等相关证件，未按要求建立食品购销
台账，未与食品供应商签定安全责任协议书，有的采购、使用
“三无”产品及其他不符合卫生要求或标准的食品及原材料。

五是学校食堂没有统一的检验设备和检验措施，当出现疑问
时，无从就近就地检验，食品安全难以有效保证。

六是缺乏专业知识，缺乏良好卫生习惯，不会营养搭配。学
生正处于长身体，发育成长的阶段，营养需求较高，食堂员
工的素质对于孩子们的饮食健康起着关键作用。但从学校食
堂员工结构上看，工作人员一般是50―60岁人员，大多来自
农村，文化水平较低，在上岗前并没有接受正规的技术培训



和基础知识培训，对于菜品营养搭配知之甚少，同时存在个
人卫生习惯欠佳，操作不规范的问题。

七是学校食堂临聘人员劳动关系管理不规范留隐患。学校食
堂员工基本属于临聘人员，属于合同短期化管理，且工资待
遇相对较低，没有按《劳动法》缴纳五险一金现象普遍，并
且因为经济利益、自身需要等方面缘故，存在较大的流动性。
由于其临时性，时间久了，要求解决退职费等问题又会接踵
而至。

八是财政补贴餐费有“暗箱操作”的嫌疑。学生的“营养
餐”、“贫困餐”都有上级财政补贴的项目经费和本级补贴
的经费。有项目经费，就必须进行审计，就应公开、公平、
接受社会的监督。部分学校食堂缺乏有效的监控机制，账目
不规范，收支不公开，财务管理混乱。难免存在“暗箱操
作”的嫌疑。

九是存在职责不清的问题。学校是学生充实内在，提升素养
的地方，教育事业属于社会公益事业，学校的职责是教书育
人，而不是盈利。因此，一切以盈利为目的的活动应当远离
校园。办食堂、开商店都是属于社会服务，不应由学校来承
担，而应购买社会服务。但是现实是，一些以盈利为目的的
餐饮、商店（超市）开在学校内，甚至有的学校以封闭式管
理和安全卫生为名，禁止学生在校外购买，形成实质上的垄
断。

十是环境污染不可避免。由于学校食堂离教室很近，上午11
时左右开始炒菜，油烟对学生的学习有影响；食堂的废弃物
处理也很困难，没有集中统一的处理，很难保证环境不受污
染。

学校食堂调研报告最佳篇五

从以上数据看来，大部分同学都能够到食堂正常用餐，但同



学们大多对食堂环境，餐具，服务态度，尤其是饭菜价格很
不满意。对此我深有体会：食堂里的有些餐具都没有清洗干
净，筷子散发这难闻的异味，勺子上面竟然会有“残羹剩
饭”，每次用餐具都要仔细“挑选”；食堂里的工作人员，
大多表现良好，但是仍然会有极个别人员服务态度恶劣，在
别人还未用餐完毕的情况下就开始收拾餐桌，我认为这是十
分不礼貌的行为，还有一些工作人员在打卡的时候会平白无
故多扣钱，这些情况已是屡见不鲜；至于食堂饭菜价格我认
为过高，现在的大学生一般生活费都是固定的，没有收入，
学校食堂的价格不在学生承受的范围之内，很多学生只能是
每天食用素菜的方式度日。学校食堂是学生关注最多的问题，
它关系到的不仅仅是学生吃饭的问题，更多的关系到学生的
日常生活，进而影响到整个学校的正常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