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学校营养改善计划工作谋划 学校营
养改善工作计划优选(大全5篇)

计划是一种为了实现特定目标而制定的有条理的行动方案。
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计划呢？以下我给大家整
理了一些优质的计划书范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学校营养改善计划工作谋划篇一

为改善我校学生的营养，增强学生身体素质，促进他们健康
成长，根据《_办公厅关于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餐改善
计划的意见》和《平坝县学生营养餐改善计划实施方案》精
神，结合我校实际，特制定夏云中心小学学生“营养改善计
划”工作计划。

为了认真贯彻落实《_办公厅关于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
改善计划的意见》及省市县有关会议精神，科学有效地实施
农村义务教育营养改善计划，进一步改善农村学生营养状况，
提高学生健康水平，结合我校实际特拟定此计划。

1、营养改善计划实施领导小组：

组长：何雄（镇纪委书记）

刘学（夏云小学校长）

副组长：肖登和夏云小学副校长

刘志秀夏云小学副校长

成员：刘德富夏云镇营养餐管理员

杨元华夏云镇小学报账员



刘翔夏云小学报账员

杨井彦夏云小学总务主任

2、营养改善计划实施工作小组：

组长：刘翔杨井彦

成员：各班班主任

1、实施时间：从20xx年秋季开始实行。

2、标准及经费来源：按照中央财政给农村义务教育学生每人
每天补助3元（20xx年11月1日起，按每人每天4元，其中：市
级补助元，县级补助元。）全年按200天计算。

3、共餐内容：

严格按照卫生、营养、可口的标准，结合我校实际情况进行
供餐，为学生提供蛋、奶、火腿肠、米粉和新鲜蔬菜等营养
食品，科学制定供餐食谱，做到合理搭配，确保学生的营养
得到补充。

4、供餐模式及经费管理

采取食堂供餐模式，我校由于学生多，食堂面积小，就餐时
分散轮流，一部分学生吃早餐（粉条），一部分学生吃中餐，
另一部分学生吃营养餐（牛奶、蛋糕、火腿肠等）。每学期
补助资金，由领导小组监督学校管理和支出并派专人专管，
学校定期与营养产品供应商进行实际结算。营养餐专项资金
只能用于支付在校学生的营养餐食品的购置费用，实行专项
管理，专账核算，专款专用。

1、学生人数统计



要求每所学校按要求对学生实行实名制管理，每学期在开学
初，对新进的学生进行实名制录取，对转出的学生从系统中
注明转出的缘由。学生人数一定要和系统中实名制管理录入
的学生人数一致。

2、营养改善计划数据上报

每所学校在每月月底必须导出营养改善计划月上报数据，上
交到中心小学，由中心小学上报到教育局营养改善管理办公
室。

3、营养改善计划报账

每月月底，每校做好学生就餐统计认可清册，并由学生签字
摁印，由各校报账员送交教育站报账员处审核再上交到局办
公室。

4、食堂管理

学校要加强对食堂工作的领导与管理，高度重视食堂经营服
务工作。学校食堂实行校长负责制，指派食堂管理员。由学
生代表、学生家长代表、教师代表等组成，行使食堂的监督、
检查等职能。

5、食品安全

学生要杜绝不做豇豆、野蘑菇、不长芽的马铃薯给学生吃，
不做变质的食物给学生吃。不购买“三无”食品给学生吃。
并做好食品的留样。

6、经费管理

每月资金拨付以后由事务老师管理，每天采购食物必须有两
位及以上教师参加，采购的教师返校后凭单据及相关证明在



事务教师处领取现金。每星期向全体师生公布一次账目。

7、从业人员的管理

与工从业人员签订劳动合同，要求从业人员办理健康证，营
养领导小组随时抽查食堂卫生，发现卫生不及格要求立即整
改。从业人员不能随意请假，如有特殊事，必须提前两天向
学校提出申请方才准假。

学校也不能随便克扣从业人员的工资。

学校营养改善计划工作谋划篇二

学生食堂必须采用新鲜洁净的原材料制作食品，不得加工或
使用败坏变质和感官性状异常的食品及原料。加工食品必须
做到熟透，需要熟制加工的大块食品，其中心温度不低
于70℃。加工后的熟制品、半成品与食品原料应分开存放，
防止交叉污染。食品不得接触有毒物和不洁物。

学生用餐必须当餐加工，当餐食用。不得向学生提供隔餐食
品、败坏变质或感官性状异常、可能影响学生健康的食物，
不得制售冷荤凉菜发放给学生。

食品在烹饪后至学生食用前的间隔时间一般不超过2小时，若
超过2小时存放的，应当在高于60℃或低于10℃的条件下存放。

食品添加剂应严格按照《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2760
－2011）要求的范围、用量和方法使用，严禁超范围、超剂量
滥用食品添加剂。

加工结束后及时清理加工场所，做到地面无污物和残渣；及
时清洗各种设备、容器和用具，做到定期消毒，归位摆放。

食堂从业人员在出现咳嗽、腹泻、发热呕吐等有碍食品卫生



的病症时，应立即离开工作岗位，待查明病因、排除防碍食
品卫生的。病症或治愈后，方可重新上岗。

学校营养改善计划工作谋划篇三

本着科学发展观的办学理念为主导，认真贯彻和落实国务院
关于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坚持以人为本，把实施农村
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作为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
的重大民生、民心工程来抓，切实改善我校学生营养状况，
提高学生健康水平，促进农村青少年学生正常发育和健康成
长。

二、基本概况

我校本学期于20xx年2月26日开始学生营养早餐的实施，实有
班级7个（其中包括学前班1个），在校学生数117人，一至六
年级供给早餐学生共103人。

三、目标任务

1、增强学生的体质。

2、强化学生的身心健康。

四、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方案

（一）审定补助人数

学校开学初将配发营养餐学生造册上报，做好审批备案工作。

（二）资金管理和使用

将补助资金实行“统一管理，专帐核算”，并定期与供应商
进行实际结算。营养餐专项资金只能用于支付供给在校学生



营养餐食品的购置费用，实行专户管理，专账核算，专款专
用，严禁挤占、挪用、截留或套取专项资金。

（三）食品供应与管理

1、营养餐食品由教育主管部门牵头，监察、卫生、物价、药
监、工商、采购中心等单位直接参与，根据市场价格确定搭
配食品种类（学生饮用奶、饼子、面包、鸡蛋等），做到经
济、营养、实惠。

2、学生饮用奶和面包、饼子、糕点等食品每周配送2次，鲜
鸡蛋每周配送1次，为确保食品质量，供应商必须按时配送食
品，食品不在保质期（或即将过期食品），且不是按时配送
的食品，学校有权拒收。

3、学校食品专管人员对营养餐食品要按时、按量配送分发给
学生，认真做好食品的签收、保管和发放登记工作，建立食
品出入库台账。每月末将食品发放情况进行汇总，并由学生
签字认可。配送过程做好与供应商相关资料的留存归档工作，
作为监察、审计、物价等部门检查核实的证据，也是财政拨
款算账的依据。

4、对食品专管人员进行严格培训。学校食品的存放要注意防
潮，做到安全、干净、卫生，无污染。由于学生请假等其他
原因而积压的食品要及时补发给学生，对过期变质食品要及
时予以销毁，坚决不允许让学生食用过期变质食品，对积压
食品引起的安全事故，将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四）营养餐的分发

保管员根据学生人数领给各班主任，然后由各班主任组织本
班学生按时、定点就餐。

五、保障措施



（一）成立组织：

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负责和监督学生营养餐的全部工作

副组长：负责食品的采购、保管、食品发放和财务核算

成员：各班主任，负责学生营养早餐的饮食工作

（二）完善制度：

1、菜食专人保管，采购有专人负责。

2、烹调做到菜鲜味美，油盐佐料齐全。

3、餐具做到按时清洗，专柜消毒。

4、闲散人员不得随意进出食堂和干涉菜食。

学校营养改善计划工作谋划篇四

本年是我县实施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工作的第二个年头，也是
试点食堂供餐模式的第一个年头。一年来，蛋奶供餐模式继
续推进，食堂供餐模式试点也顺利开启，现就片区这一年的
主要工作简单总结如下。

片区实施营养计划的乡镇学校17所，教学点13个，民办学校1
所，共计31个单位。20xx年上期实名制学生15931人；20xx年
下期实名制学生16596人，其中蛋奶模式16437人，食堂供餐
模式159人（东胜乡铁峰村小学）。

1、严格督查，落实责任。



一年来，分别于3月、5月、10月、12月到每一所学校，对实
施过程的程序规范，蛋奶保温加热，目标考核资料准备等进
行了精心的督查指导。采取听取汇报、查询资料、访问家长
师生、总结分析等方式加强了对此项工作的督查指导。东胜
乡铁峰村小食堂供餐试点工作开始后，每月至少两次到校对
操作流程、食品安全等各方面进行了督查。

2、加强培训，精心指导。

实名制信息报送、体质健康监测、年终目标考核等专题会议，
使工作人员业务素质得到逐步提高。特别食堂供餐试点工作，
从厨房的建设到设备设施的准备，以及学校实施方案、制度
的建设等软硬件各方面进行了精心指导，为食堂供餐模式的
顺序实施提供了保障。

1、学校行政领导、营养专管员、班主任工作量巨大，导致部
分学校管理人员队伍不稳定，更换频繁，工作效率低。

2、模式单一，学生厌食（蛋奶）情况出现，少部分学校浪费
较大。

3、部分学校重视不够，实施方案、管理办法不切合实际，或
者流于形势，致使管理不到位，特别是食用过程的监管不到
位，出现不按要求统一食用，教师不到位而学生不食用且乱
扔乱丢现象。

4、有少数学校管理人员不细心，档案资料特别是涉及资金安
全的台账、表册等填制不规范，存在资金安全隐患。

1、加大督查力度。力争在每两月对每一所蛋奶模式学校进行
一次督查、每月两次对食堂供餐模式学校督查的基础上，有
选择的对部分工作薄弱的学校增加督查次数，特别是食品安
全、资金安全的督查要落实到位，严格要求，并对检查后的
整改情况进行跟踪管理，作好记录。



2、督促学校制订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和管理办法，要求学校
将此项工作常台化、积分量化，并与评先评优、奖励绩效挂
勾管理。

3、督促学校稳定管理人员队伍，培养业务素质过硬、工作积
极踏实的管理人员。

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工作意义重大，责任也重大，但有上级的
正确领导，有全社会的关注关爱，有学校全体师生员工的共
同努力，我们坚信来年会做得更好。

学校营养改善计划工作谋划篇五

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认真组织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
生“营养改善计划”，通过为学生提供营养膳食，切实改善
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状况，提高农村学生健康水平，促进
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健康成长，不断推动教育均衡、科
学、和谐发展。

二、目标任务

实施农村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学生营
养保障机制，切实改善学生营养状况，促进学生健康成长。

三、基本原则

按照“政府主导、多方参与、部门管理、学校实施”的基本
模式，坚持“安全第一、因地制宜、突出重点”的工作原则和
“经济、营养、卫生、方便”的基本要求，稳步实施。

四、实施内容

(一)、实施范围及标准



我校“营养改善计划”于--年5月9日正式开始实施，实施对
象为我校一至四年级学生，全校共52人。其中一年级10人，
二年级15人，三年级17人，四年级10人。补助标准为每生每
日3元(全年按照学生在校时间200天计算);补助以食品实物形
式由学校负责发放，供学生食用。

(二)、供餐形式及内容

我校以课间营养加餐的形式为学生提供鸡蛋、面包、牛奶等
食品。内容为一盒牛奶加一个鸡蛋或一盒牛奶加两个面包。

(三)、供餐模式及时间

我校所有食品均由区教育局招标供货商益民食品有限责任公
司配送学校后，由学校负责管理配餐(其中鸡蛋由营养餐企业
配送学校，委托学校煮熟后供餐)。营养餐由专管员提前分装，
各班班主任负责领取发放食用。我校“营养改善计划”于--
年5月9日开始实施，学校统一配餐时间为周一至周
五9：00—9：20。

五、主要工作及相关要求

(一)、“营养改善计划”操作流程

1、营养餐的交接。学校要制定明确的查验接收制度，营养餐
专管员按查验接收制度查验接收食品，确认无误后在《食品
交接记录单》盖章签字留存。学校在接收实物时，必须要随
机抽样检查。

2、营养餐的存储。学校要配备专门存储设备，保证存储环境
安全达标，为食品的安全存储提供保障。制定明确的安全存
储制度，要求营养餐专管员按安全存储制度存储食品，并按
要求做好留样及保管。每次出库如实填写《营养餐领取分发
登记表》。



3、营养餐的加工。学校食堂厨师负责鸡蛋等的加工加热，并
按要求做好加工记录。鸡蛋等在加工前，要清洗鸡蛋等表面;
煮熟后要在2小时内食用完毕，坚决不能让学生隔餐吃、隔日
吃。另外，学校要提供消毒设施设备，要求学校食堂厨师按
要求在每次加工前、后对使用的工具进行消毒，未经消毒的
工具不得使用。

4、营养餐的分发。学校营养餐专管员每天早晨9:00前按班级
人数和当天的配餐食谱进行配餐分包。班主任负责领取本班
的营养餐食品，并负责发放。领取营养餐食品时，要再次检
查食品的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做好食品发放的登记、留观工
作。分发食品前，班主任要组织学生晨检，对学生健康状况
进行询问，并对学生食用蛋奶等有过敏者进行调查，逐一摸
底造册登记。凡对食用蛋奶过敏者的学生不得食用蛋奶，配
餐企业以等值营养食品予以代替。

5、营养餐的食用。班主任负责学生用餐期间的组织管理，监
管用餐的全过程，实行定时、定点、集体用餐和监督用餐，
防止学生留餐、弃餐等行为发生。用餐前，班主任必须监督
学生用流动水彻底洗手;用餐后，班主任负责将餐后废弃物予
以收缴，交学校统一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