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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350503093402163L，现声明该营

业执照正、副本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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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因为方便快捷，预制菜逐渐进
入大众视野。

预制菜又称为预制调理食品，一般指
以各类农、畜、禽、水产品为原辅料，配以调
味料等辅料，经预选、调制等工艺加工而成
的半成品或成品；通常预制菜需要在冷链
条件下贮存或运输，供消费者或餐饮环节
加工者简单加热或烹饪后食用。

不过，有关它的争议也不少。新学期
刚开始，学校统一配餐引起的“预制菜进校
园”问题，正在多地持续引发热议，有些家
长甚至辞职为孩子送饭。

如果使用了预制菜，是否应该提前告
知消费者？预制菜可以进校园吗？预制菜
是否有统一标准？

“预制菜进校园”引家长担忧
预制菜安全吗？是否应提前告知消费者？预制菜进校园，到底由谁说了算？……

近期，“预制菜进校园”话题，正在全国多地持续引发热议
□央视快评

预制菜
不妨先预制规矩

“预制菜进校园”引发热
议，关注的声音主要来自三个
方面：预制菜安全吗？预制菜
健康吗？预制菜进校园，到底
由谁说了算？

教育部等多部门联合发
布的《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
康管理规定》强调，学校在食
品采购、食堂管理、供餐单位
选择等涉及集中用餐的重大
事项上，应当以适当方式听取
家长委员会或者学生代表大
会、教职工代表大会意见，保
障师生家长的知情权、参与
权、选择权、监督权。由是观
之，如果学校在集中用餐问题
上自作主张、“先上马、后告
知”甚至不告知，事关孩子的
健康成长，学生家长自然有权
提出反对意见。

回应关注的声音，就要让
预制菜成为“明白菜”“放心
菜”。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
预制菜市场规模为 4196 亿
元，预计 2023 年将达 5100 亿
元，2026 年将升至万亿元级
别。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也明
确提出，“提升净菜、中央厨房
等产业标准化和规范化水
平。培育发展预制菜产业”。

标准化和规范化，既是当
下的工作重点，同时也指明了
预制菜产业健康发展的方向。

截至 2022 年底，我国的
预制菜相关企业有6.4万家。
在这条产业赛道上，有传统的
食品加工企业，有大小饭店、
酒店，也有缺乏餐饮经验的新
加入者。由于门槛低、可复制
性强，更由于行业标准化程度
不高，预制菜目前仍处于“各
说各话”的阶段——以酸菜鱼
为例，有的厂家执行动物性水
产制品国家标准，有的则执行
速冻调制食品标准。此外，也
不乏过度使用调味品或添加
剂的问题——某电商平台一
款月销量 1000+的预制菜产
品，其成分表上显示每100克
中钠含量超过 1000 毫克，吃
一份这样的预制菜，钠的摄入
量已经超过中国居民膳食指
南一天的标准。

在《食品安全法》中，“全
程控制”是食品安全工作的基
本原则之一。随着预制菜市
场的快速发展，不仅食品种类
更加繁多，食品的经营方式和
流通渠道也更加多样化，只有
完善相应的管理机制，才能建
立起全程可控的食品安全追
溯体系，以食品安全夯实消费
信心。标准化管理无疑是多
元化供给的前提和基础——
预制菜，不妨先预制规矩。

事实上，“预制菜进校园”，
公众最担心的莫过于健康与卫
生问题。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
厉曙光教授介绍，这两年预制
菜很火，之前网上直播间都在
卖各种各样的预制菜。只要
符合相关法规标准，预制菜的
安全性无须过度担忧，但安全
未必健康，未成年人属于特殊
群体，他们的食品安全更是要
有别于普通成年人，应当更为
审慎。

厉曙光教授表示，预制菜
进入校园以后，多方面问题均
会影响到其安全性，比如，从原
料的选择到洗净切配，还有运

输等问题，需要引起关注，加强
监管。此外，预制菜进学校后，
食品包装材料也是需要认真对
待的一个环节。

广东碧桂园实验学校校长
陈钱林表示，他反对预制菜进
入校园。他认为，预制菜是一
个新事物，对人的健康影响尚
未得知，“绝对不能在孩子们身
上做实验”。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
熊丙奇表示，对于未成年学生
而言，他们的饮食安全直接关
系到身体发育和健康，因此，
在引入预制菜之前需要进行
科学论证和评估，检测是否符
合学生营养要求。他说，如果

不能解决这些问题，草率地引
入校园必然会遭到学生家长的
反对。

江苏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
员会副秘书长居上指出，中小
学生也是消费者，享有同等的
知情权和选择权。由于中小
学生是未成年人，所以他们的
法定代理人——家长应该了解
和知晓学校提供的菜品情
况。如果学校食堂全部采用
外供的预制菜，那么家长的知
情权和选择权也被剥夺了。
学校应当和家委会或者家长
进行充分沟通，包括供应商的
选择等，保障孩子能够吃到健
康、安全的食品。

近段时间，“预制菜进校
园”一事也引发了广泛讨论，
多地家长通过问政平台表达
了担忧。

江西赣州蓉江新区，多名
中小学生家长投诉了有关中央
厨房配送和预制菜的相关问
题：幼儿园的孩子太小了，送这
样的餐不安全，而且听说预制
菜对孩子身体不好。当天，赣
州蓉江新区社会事务管理局回
复称，根据 9月 1日配餐情况，
中央厨房确实存在人员运营管
理问题，并根据家长建议，经研
究决定立即停止对全区幼儿园
中央厨房配餐。

近年来，全国多地引进中
央厨房集中供餐模式，由餐饮
公司实现对中小学、幼儿园的
餐食集中配送。一般情况下，
中央厨房覆盖多所学校的集
体供餐，有的还承担全市或全
区的中小学及幼儿园食材配
送工作。

而最近，对于中央厨房集
中配餐的担忧正在多地蔓延，

家长们纷纷担心学校的统一
配餐含有预制菜，长期食用会
对学生的健康不利。

有不少网友反映，在不少
地方预制菜进入校园已是普
遍现象，还有网友直接晒出学
校家长群内发的“预制菜”订
购信息，其中包括详细的菜单
和配料表，菜单上清楚地标注
着“预制菜”三个字，且配料表
中不乏添加剂。

有家长称，预制菜可以吃

但不适合所有人，在孩子饭菜
上不应该节约时间和成本。有
家长认为，可以做预制菜，但是
必须公开透明，让大家监督，让
大家可以选择。

针对家长们的担忧，近期，
湖州、青岛、荥阳等多地教育部
门回应，目前没有预制菜进入
校园，多家餐饮公司也发布紧
急声明称，提供的学生餐为当
天制作、只用新鲜食材，没有预
制菜。

花胶鸡、焖牛腩、牛大骨、酸菜鱼、毛血
旺、腌笃鲜……原本一些制作工序非常繁
琐的菜肴，在餐厅点餐不到10分钟就被端
上桌。不少顾客在感慨效率的同时，也有
人怀疑自己吃到的可能是预制菜。

对于是否使用预制菜，很多餐厅均讳
莫如深。在记者探访的百余家餐厅中，几
乎没有餐厅会主动告知消费者，自己使用
了预制菜。更是有一些餐厅在被问及部分
菜品是不是预制菜时，回答称菜品来自公
司中央厨房，再到餐厅进行进一步烹制。

“这就是预制菜，只是没直说。”一位餐饮从
业者表示。

针对预制菜有关问题，江苏省消费者
权益保护委员会此前曾开展调查。结果显
示，53.2%的消费者反对餐厅使用预制菜，
表示去餐厅就是想吃新鲜菜品；62.8%的消
费者在外就餐过程中遇到过餐厅使用预制
菜；78.1%的消费者反映餐厅使用预制菜未
做到提前告知。

对此，江苏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副秘书长居上表示，如果餐厅使用预制菜
且并未告知消费者，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
权以及选择权。

居上表示，如果餐厅使用预制菜，餐厅
应当告知消费者。首先，告知消费者的方
式要完整，可以通过店内公示或电子菜单，
服务员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也可以主动告
知消费者；其次，预制菜的信息也要完整、
全面、真实地告知消费者，包括预制菜供应
商的情况，预制菜的进货日期、保质期等。

中消协在 2022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
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中，也点名了预制菜
菜品标识不详细，外卖、堂食中使用预制菜
未告知，消费者知情权、选择权受到损害等
问题。

菜品是否为预制菜
餐厅很少主动告知

“预制菜进校园”，引发多地家长担忧

食品安全专家：安全但未必健康，面向学生应审慎

2023年4月10日，参观者在中原农谷预制菜国际博览会
上品尝加工好的预制食品（新华/图）

一市民在超市预制菜专柜选购（新华/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