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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管理“小饭桌”解决校外托管大问题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隆卫 通讯员 周阳 孙丽娜

市政协委员、滨州职业学院副教授孙月红
市政协委员、民盟滨州市委副秘书长盛全诚
市政协委员、滨北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琳
特邀嘉宾、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焦永泉

需要接送孩子的年轻人大多是
单位骨干，他们工作繁忙、压力大，加
班加点是家常便饭。很多双职工家
庭表示，中午做饭、接送孩子上下学
确实力不从心，明知把孩子送到校外
托管机构不是理想的办法，但是家里
没有老人帮忙，又请不起保姆，所以
这是没有选择的选择。

特邀嘉宾焦永泉说，“小饭桌”是
最近几年兴起的新产业，为很多家长
提供了方便，但不可忽视的是，其爆
炸式发展也带来了不少问题和隐
患。“小饭桌”涉及到的安全问题，已
经不是单纯的食品安全这一方面的
问题。据了解，“小饭桌”的性质界定
并不明晰，没有一个部门有依法对其
进行登记的权限，市场监管部门为方
便对其食品安全情况进行监督而实
行的备案制度，是目前我市各相关单
位对其唯一的“登记”。

2011年，市场监管部门开始承担
食品安全监管职能时，全市“小饭桌”
的数量仅有77家。今年春季中小学
开学时，登记公示的“小饭桌”数量已
经达到了 450 家。这些“小饭桌”主
要集中在全市150多所小学周边，为
学生提供接送、看护、午餐、午休、辅
导等服务。市场监管部门登记的这
450家“小饭桌”中，有一部分是开办
者主动到当地市场监管部门进行登
记的，其他登记在册的“小饭桌”多数
是市场监管部门的执法人员通过学
校放学时间利用“看牌”等方式逐一
排查出来的。很多家庭式“小饭桌”
规模小、隐蔽性强，开办者不主动到
市场监管部门进行登记，工作人员无
法入户执法检查，监管工作难度很

大。
为保障“小饭桌”的食品安全，市

场监管部门依据2011年原省食药局
下发的《山东省学生小饭桌食品安全
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对“小饭桌”实
施登记管理制度，并按照学校食堂的
标准对“小饭桌”实施监管，每季度检
查一次，每年四次。按照要求，登记
公示的“小饭桌”需要具备四个条件：
从业人员持有效健康证明；落实进货
查验制度，如米、面、油、肉、奶等主要
食材索证索票；落实餐具清洗消毒制

度，并做好消毒记录；落实食品留样
制度。执法人通过实地查看现场，对
达到上述四方面要求的予以登记，并
将符合登记条件的“小饭桌”名单在

每年春秋开学前后在学校门口和市
（县、区）局门户网站予以公示，供学
生家长选择。

孩子是老百姓最大的民生。
饭桌虽小却关系着千家万户，是
一项实实在在的民生工程。

“为切实把事情办到老百姓
心坎上，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希望
政府尽快出台相应的管理规定，
明确责任主体，逐渐建立长效机
制。”盛全诚说，可以借鉴先进地
市的经验做法。据了解，深圳市
由市教育局牵头、东莞市由市民
政局牵头进行监管。省内德州市
也出台了《关于加强学生校外托
管机构安全管理的意见》，对教
育、公安（消防）、卫计、房管、市场
监管、食药监、妇联等部门职责作
出明确规定，要求各单位按照各
自职责，组织开展不定期检查，切
实落实监管责任。同时，明确规
定开办者对学生校外托管机构安
全负主体责任，要求严格落实教
育、卫生、消防、治安、食品等安全
管理规章制度及岗位责任制，遵
守开办规范，改善经营条件。盛
全城建议，我市首先要确定一个
牵头单位，然后出台具体的管理
办法，做到有法可依。

盛全诚还建议，“小饭桌”经
营者应加强学习，提高管理水平，
增强安全意识。主管单位定期开
展相关的培训学习，通过正面引
导，提高经营者的管理水平。也
可以通过警示教育，增强经营者
的安全意识。多培育经营规范的

“小饭桌”，通过标杆示范，带动其
他“小饭桌”规范发展，提高全市

“小饭桌”的整体水平。据了解，
全市有480多所中小学，有食堂的
只有170多家，希望政府确立中小
学生午餐、午休场所的导向：如果
向校园食堂方向发展，教育部门可
以在这项工作上全面向前推进；如
果向校外托管方向发展，在规划学
校时应该提前预留空间，为校外托
管经营提供所需场所。

从其他地市的情况来看，大
多只是提出了纲领性的要求，没
有出台具体的管理办法。孙月红
也建议，我市应尽快出台具体的
管理办法，建立综合施策、齐抓共
管的工作机制，落实责任主体，实
现监管有效化、规范化和常态
化。同时她建议，消防、卫生、市
场监管、税务、教育等部门组成联
合检查小组，从经营者的合法性、
卫生检疫、食品安全、消防安全等
方面，进行全面检查、整顿和规
范。作为“工作落实年”的一个具
体行动，督促从业人员通过正常
渠道登记办证，保障孩子们的安

全，使滨州的“小饭桌”变成一个
有益于学生成长的健康平台，让
孩子们满意，让家长们放心。

“如果学校能够承担起学生
们的午餐、午休工作，校外托管机
构的乱象就能得到根治。在目前
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需要探索
由学校、社区、社会公益组织等多
方配合，充分利用社区、服务站、
日间照料中心等场所，做好托管
工作。”赵琳说，校外托管机构属
于社会管理的新内容，政府应组
织有关部门进行专题研究，对校
外托管机构的选址、场所、人员、
安全保障、双方权利义务等作出
明确规范，通过政府的引导规范
校外托管机构的业务范围和经营
行为。制订完善突发事件应急预
案，防止火灾、踩踏、食物中毒、传
染疫情等安全事故发生，确保学
生安全健康成长。

从承担食品安全监管职能到
现在，市场监管部门克服了众多
困难，不断探索和加强校外托管
机构的食品安全工作，不断加强
对“小饭桌”食品安全的监督检查
力度，但仍存在着依据不充分、食
品安全主体责任难落实、入户检
查难等问题。焦永泉建议，政府
部门应尽快出台相关的制度规
定，明确各有关部门的职责、开办
标准、准入门槛及违法惩戒措施
等，强化包括“小饭桌”食品安全
在内的各方面安全监管，让家长
放心、孩子开心。

市场监督管理局自去年底挂
牌成立以来，高度重视食品安全
工作，把守住包括“小饭桌”在内
的食品安全底线列为首要职责。
下一步，将根据政协委员的提案
和我市“小饭桌”食品安全监管实
际，重点做好四个方面工作：一是
根据上级的安排部署，做好校外
托管机构管理办法前期起草调研
工作，学习外地先进经验，结合我
市实际，参与起草好校外托管机
构有关制度规定；二是搞好摸底
排查，进一步核查我市“小饭桌”
数量，全覆盖纳入监管，对符合条
件、有食品安全保障的“小饭桌”
及时登记公示，引导学生家长选
择有食品安全保障的“小饭桌”；
三是持续开展包括“小饭桌”在内
的学校食堂及周边餐饮单位食品
安全专项检查，及时消除食品安
全风险隐患；四是进一步加大对

“小饭桌”从业人员的培训力度，
不断提高从业人员的食品安全意
识。

首播：5月7日20：00
重播：5月8日12：00

5月14日20：00
5月15日12：00

孙月红 盛全诚

赵琳 焦永泉

每天临近中午放学，市区各个小学甚至中学门口，聚集的不仅仅是等待孩子放学的家长，还有手举“某某小饭桌”牌子的人员。她们
将手中的牌子举得高高的，以吸引孩子们的注意。近年来，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二孩政策的放开，校外托管机构几乎成了城市双职工家
庭的“刚性需求”。

这些校外托管机构有个可爱的名字叫“小饭桌”，它们规模不等、大小不一，以各种形式遍布在学校周边的商业公寓或居民小区内。
从最初只提供午餐，逐渐演变成为提供学生接送、午餐、午休、学习看护等服务在内的全新经营业态。“小饭桌”作为新生事物,解决了不少
家长因工作紧张无法照顾孩子的问题，但是由于监管主体缺位、监管规范缺失，从业者素质良莠不齐，存在安全状况、食品卫生等令人担
忧的问题。本期《委员关注》就校外托管机构的管理问题邀请委员嘉宾建言献策。

校外托管机构确实给学生及家
长带来了便利，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
家长的后顾之忧，也解决了部分人员
的就业问题。但是由于监管主体缺
位、监管规范缺失，越来越多的家庭
作坊式经营的“小饭桌”长期处于“脱
管”状态，存在很多隐患。

“因缺乏明确的法律规章，市场
监管、教育、消防、卫计、民政等部门
均可以对‘小饭桌’进行监管，但又没
有一个单位作为牵头部门真正管起
来。”市政协委员孙月红说，这是目前

“小饭桌”行业存在的普遍现实，主要
表现在：从业者素质参差不齐，从业
人员多为下岗、退休人员，大多没有
健康证和卫生知识培训合格证，普遍
缺乏必要的食品卫生和营养等知识

以及餐饮管理经验；配餐营养不均
衡，环境卫生条件差。中小学生正处
于生长发育的关键期，配餐应讲究科
学营养搭配，而“小饭桌”的经营者多
从成本角度考虑，仅限于吃饱，做不
到吃好。因监管主体缺位，所有“小
饭桌”均属无证经营，厨房卫生条件
不达标，消毒设施不配套，餐具不能
定期消毒，长此以往，孩子们的身体
健康会受到影响。

市政协委员盛全诚说，“小饭桌”
确实给很多双职工家庭带来了便利，
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但从“小饭桌”
的发展情况来看，也确实存在很多问
题。家长们最关心的莫过于安全问
题，包括孩子的人身安全、食品安全、
公共卫生安全、设施配套安全等，这

也成了社会关注的热点。因此，众多
家长在选择“小饭桌”时才会挑来选
去，但从目前的市场情况来看，规范
经营的“小饭桌”相对较少，导致这类
规范的“小饭桌”的价格虚高，成为完
全的卖方市场。

作为一名家长，市政协委员赵琳
对孩子选择“小饭桌”有切身体会。
她家孩子一年级刚入学的时候，考虑
到中午回家贪玩不休息，为培养孩子
的学习生活习惯，报了一家“小饭
桌”，一学期 1800 块钱，一个房间内
高低床睡了 30 多个孩子，坚持了一
年，孩子就不想去了。当问孩子为什
么时，孩子说隔壁床的同学总是打搅
他休息，跟老师说了老师也不管。有
一次，老师训斥了几个说话打扰大家

休息的同学，并把他们推到外面罚
站，结果把几个胆小的孩子吓哭了。
这件事让赵琳认识到，“小饭桌”从业
人员没有具体的要求标准，谁想干就
能干，也没有人对他们进行上岗培
训。幼儿园老师有“两教一保”的要
求，而“小饭桌”老师扮演的也是幼
儿园老师的角色，他们的素质高低，
对于成长期的孩子们来说有着重要
的影响。再就是，30 多个孩子挤在
一个房间里，传染病高发季节，或遇
到突发状况，存在很大安全隐患。
据赵琳了解，规范的“小饭桌”的厨
师能做到持证上岗，但有的“小饭桌”
直接雇个钟点工，只负责午饭，人员
稳定性差，孩子们的饮食安全完全得
不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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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概况】

截至今年春季开学，全市登记公示的“小饭桌”数量达450家

【存在问题】

监管主体缺位、监管规范缺失，越来越多的家庭作坊式“小饭
桌”处于“脱管”状态

【建言献策】

尽快出台相应的管理规
定，明确责任主体，建立长效
机制

▲集合准备去“小
饭桌”的学生们。

▶
在学校附近，“小

饭桌”数不胜数。
（田中岳 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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