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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加强中小学校外托管机构“小饭桌”

食品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

各区人民政府,市直各委、办、局,各开发区管委会:

为进一步加强中小学校外托管机构“小饭桌”(以下简称“小饭

桌”,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以营利为目的,专门为其在校外

托管的中小学生提供餐饮服务的活动)食品安全管理工作,切实保

障中小学生的饮食安全和身体健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

全法»«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决定»«国务院食品安全办

等６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校园及周边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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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规定,结合本市实际,经市政府同意,现就做好中小学校外托管

机构食品安全管理工作通知如下:

一、切实提高对“小饭桌”食品安全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小饭桌”食品安全事关广大中小学生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

全.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认识

做好“小饭桌”食品安全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扎实推进“小饭桌”

食品安全工作,形成治理合力,全面提升“小饭桌”食品安全管理水

平,有效保障饮食安全.

二、切实强化“小饭桌”食品安全工作责任的落实

各区人民政府应当切实加强对“小饭桌”食品安全工作的组织

领导,积极出台相关政策,对“小饭桌”进行综合治理,做好应急处

置,促使“小饭桌”开办者诚信经营、学生家长参与监督,努力构建

“小饭桌”食品安全共治格局.

各级食安办负责“小饭桌”食品安全的组织协调和督导工作,

将其列为当地治理“餐桌污染”年度工作的内容.

各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牵头负责“小饭桌”食品安全的监督管

理和应急处置调查处理工作.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根据法律、法

规和上级文件要求制定调整报告登记相关的各类表格、文书、评分

评级标准等配套文件;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是辖区“小饭桌”报告

登记的责任主体,应加强对村居食品药品监管协管员(信息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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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和业务指导.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负责组织中小学协助开展学生参加校外

“小饭桌”用餐情况的调查摸底和“小饭桌”食品安全评分评级的信

息公开工作,及时掌握校外托管学生情况;开展食品安全宣传培训

工作,督促学校加强对学生、家长的食品安全宣传教育,提高其食

品安全意识,引导其选择规范安全的“小饭桌”.

街(镇)应当加强食品安全委员会组织建设,建立完善食品安

全事故应急预案,将“小饭桌”食品安全纳入网格化管理,做好隐患

排查、信息报告、协助执法和宣传教育等工作,并接受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的委托,落实“小饭桌”登记建档、核查了解、检查指导、评分

评级等各项工作,对村居食品药品监管协管员(信息员)落实“小饭

桌”食品安全职责情况进行考核.

校外托管机构作为“小饭桌”的开办者是食品安全的第一责任

人,应当依照法律、法规、食品安全标准和有关要求从事餐饮活动,

保证食品安全,并依法进行报告登记,定期开展食品安全自查,积

极配合食品安全监管指导,接受社会监督,切实履行餐饮服务食品

安全责任.

三、切实做好“小饭桌”食品安全的管理

㈠报告登记.“小饭桌”开办者应当按照国家、省有关规定在

每学期开学之前１５日填写中小学校外托管机构“小饭桌”登记表,
—３—



向所在街(镇)报告,进行登记.

㈡调查摸底.市、区教育行政部门督促所属各中小学校在每

学期开学时填制中小学校外托管机构“小饭桌”情况调查表,并于

开学后１５日内报送至所在街(镇)、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和教育行政

部门.

㈢食品安全指导.街(镇)根据学校报送的中小学校外托管机

构“小饭桌”情况及发现的辖区内小饭桌情况,每学期对“小饭桌”

食品安全进行指导,与“小饭桌”开办者签订食品安全承诺书,督促

“小饭桌”开办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并督促未主动登记的“小

饭桌”进行报告登记.

㈣评分评级.街(镇)在收到中小学校外托管机构“小饭桌”情

况调查表或发现辖区“小饭桌”４５日内,完成辖区内“小饭桌”的评

分评级工作,并将评分评级结果报区食安办、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及

学校所属教育行政部门.

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根据“小饭桌”的评分评级结果依法组织

食品安全监督检查,加大评分评级较低“小饭桌”的监督检查力度,

对发现存在食品安全隐患的,依法责令整改;对拒不整改或经整改

后仍不符合要求的,依法予以处理.

㈤信息公开及处置.市、区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在收到“小饭

桌”食品安全评分评级结果７日内通报各相关中小学校,督促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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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及时将相关名单提供给家长,并在学校显著位置进行公示,公

示时间不少于１５日(同一“小饭桌”在一个评分周期内多次进行评

分评级的,公示的评分评级结果以最后一次评定结果为准);具备

条件的中小学校,可利用互联网等途径进行公示.

㈥发现 “小饭桌”食品安全情况发生较大改变的,街(镇)应当

对该“小饭桌”重新进行评分评级,并及时报送评定结果,中小学校

按照规定及时公示.

㈦对于不依法履行报告登记、拒绝评分评级和检查指导、食品

安全隐患较大的“小饭桌”,由各区人民政府牵头,相关部门协同,

依法采取集中曝光、联合整治等方式予以综合治理,切实保障广大

中小学生的饮食安全.

四、切实推进“小饭桌”食品安全工作模式的创新

鼓励“小饭桌”开办者与有资质的集体用餐配送单位签订供餐

协议.

鼓励“小饭桌”开办者采用先进的食品安全管理方法,执行供

厦食品安全标准,采取网络厨房等形式积极实施“明厨亮灶”,将餐

饮操作过程向中小学生及其家长展示;鼓励设备经营商等有关单

位针对“小饭桌”“明厨亮灶”建设工作,定制设施设备、手机软件

等,便于学生、家长监督.“小饭桌”开办者积极落实鼓励性措施,

改善食品安全条件的,在评分评级时按规定予以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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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社区居民和广大师生、家长通过建立QQ群、微信群等形

式,共同关注和参与“小饭桌”食品安全监督,努力营造人人关注食

品安全、合力共建食品放心工程的良好社会氛围.

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５年.

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２年８月２５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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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２年８月２６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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