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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概况 

1.1 免费午餐发起背景 

免费午餐 2011 年 2 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一项关于中国贫

困地区学生营养状况的调查报告揭示，中西部贫困地区儿童营养摄入严重不足，受调查

的学生中 12％发育迟缓，72%上课期间有饥饿感；学校男女寄宿生体重分别比全国农村

学生平均水平低 10 公斤和 7 公斤，身高低 11 厘米和 9 厘米。 

报告指出，中国儿童贫困将导致其未来人力资本巨大损失，形成贫困代际传递。政

府应把儿童营养干预作为基本职责，并由执政党和国家作出政治承诺。 

2011 年 4 月，由邓飞等数百位志愿者、国内数十家主流媒体，联合中国社会福利基

金会发起的免费午餐基金公募计划，倡议每天捐赠 3 元为贫困学童提供免费午餐。 

 

1.2 免费午餐项目目标 

我们的使命 帮助儿童免于饥饿，健康成长。 

我们的愿景 通过若干年的努力，使免费午餐成为基本福利。 

我们的战略 探索安全、透明、高效、可复制的免费午餐实现途径，为政府、企业、

公益机构、个人捐赠者提供专业服务，以战略公益推动公共政策。 

为确保善款善用，志愿者协助学校开通了微博，每日公开收支信息，稽核团队暗访

突查。同时请当地政府、媒体、NGO、家长、无所不在的网友、神出鬼没的旅友一起参

与一线监管。 

详见： 

免费午餐微博 http://weibo.com/freelunch  

免费午餐网站 www.mianfeiwucan.org 

免费午餐淘宝公益店 www.mianfeiwucan.tmall.com 

 

1.3 调查内容 

2012 年 6 月，本人小敏接受免费午餐稽核组的委托，结束湖南新晃的调查工作后，

直接从湖南长沙前往湖北省恩施市鹤峰县走马镇堰娅学校，进行开餐情况突查，主要调

http://weibo.com/freelunch
http://www.mianfeiwucan.org/
http://mianfeiwucan.tma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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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内容为项目资金使用情况、饭菜质量情况、学生满意度等情况。 

 

1.4 学校探访路线说明 

调查者 6 月 24 日到走马，晚餐的时候在餐馆向老板了解了走马各校的分布和路线。

其中，从走马出发，曲溪学校和堰娅学校是同一个方向，在同一条路线上，先到曲溪学

校再到堰娅学校，两校都在路边，走马到梅坪的班车可以直接到达，交通很方便。调查

者决定，次日先去曲溪学校看看情况。 

6 月 25 日，调查者搭乘早上 9 点的班车从走马出发，2 小时候后到曲溪学校，发现

厨房紧闭，孩子们也都待在宿舍，完全没有上课的迹象，向老师了解，该校还在休端午

假，下午才上课。调查者看时间还早，跟稽核总监请示后，临时决定往堰娅学校。 

友情提醒，此线路的班车发车时间不固定，司机会等人差不多才发车。路况很好，

虽然山路很崎岖，但全程水泥路面。 

 

2 调查评估目的及依据 

2.1 调查评估目的 

（1）调查正在拨款中的小学的资金使用情况，加强对免费午餐的监管力度，督促

小学管理层提高食品质量安全意识，提高捐赠人对免费午餐计划的信任度。 

（2）及时发现免费午餐计划中存在的贪腐行为及食品质量安全问题，消除隐患。 

（3）为免费午餐计划实施下一步拨款提供必要的依据。 

 

2.2 调查评估依据 

本次调查主要依据现行国家法律法规、并本着以人为本，关注民生，扶危济困，共

享和谐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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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调查设备 

数码照相机一台、笔记本电脑一台。 

 

4 现场调查与资料收集 

4.1 堰娅学校的现状 

堰娅学校位于湖北省恩施市鹤峰县走马镇堰娅管理区，当地的经济来源主要是茶叶

种植和青壮年外出务工收入，少量的田地种植水稻、玉米，还有生猪的饲养都只是用于

自己家庭的日常消耗。 

该校属于九年制学校，学生实行全寄宿制，小学一年级到初中三年级享受着国家每

生每日三元的营养补贴。 

该校实行师生分餐吃，厨工会跟据餐值标准的不同，分别向学生和老师提供不同的

供餐。 

该校位于湖北边境，彼邻湖南，日常食材的采购往往在湖北及湖南两地边界完成。

学校距湖北走马 45 公里，距湖南桑植 86 公里，一周采购 1~3 次，同时，也向学校周边

农户采购，如生猪、萝卜、土豆、白菜、黄瓜、茄子、西红柿。 

 

4.2 堰娅学校的就餐人数 

本次调查的时间为 2012 年 6 月 25 日，经突击检查，堰娅学校各班级学生人数及教

工人数如下（其中：学生人数是调查者在上课时间一个个班级清点的，厨工人数是调查

者在厨房清点的，教工人数由于无法现场清点数据由学校提供），与学校申请资助的 338

人基本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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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堰娅学校人数统计表 

  学前班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五年级 六年级 老师 厨工 合计 

应到 42 49 48 47 35 42 44 23 6 336 

实到 41 49 47 45 35 42 43 23 6 331 

请假 1 0 1 0 0 0 1 0 0 3 

休学 0 0 0 2 0 0 0 0 0 2 

 

4.3 堰娅学校的学生匿名调查表 

本次调查的时间为 2012 年 6 月 25 日，对当天到校的 43 名六年级同学，做了匿名

调查问卷，数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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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堰娅学校 43 名六年级同学免费午餐质量匿名调查表 

项目 
1、厨房，餐具是否卫

生？ 
2、厨师是否卫生？ 

3、打饭，打菜份

量是否公平？ 
4、打饭是否排队？ 

六年级 
卫

生 

不卫

生 
一般 卫生 

不卫

生 
一般 

公

平 

不公

平 

一

般 
是 否 

其

他 

合计（43

人） 

2 12 29 5 9 29 2 31 10 43 0 0 

5% 28% 67% 12% 21% 67% 5% 72% 
23 

% 
100% 0 0 

项目 5、在哪里吃饭？ 
6、米饭是否经常没煮

熟？ 

7、米饭和菜是否

够吃？ 

8、菜的味道如何？

（放弃选择，1 人，

占 2.33%；菜没洗

干净有虫，1 人，

占 2.33%；有时好

有时不好，3 人，

占 6.98%；） 

六年级 
课

室 

没有

固定

场所 

其他：

食堂 

经常

没煮

熟 

基本

都煮

熟 

放弃选

择 

够

吃 

不够

吃 

放

弃

选

择 

好 不好 
一

般  

合计（43

人） 

0 0 43 0 42 1 28 12 3 6 15 17 

0 0 100% 0 98% 2% 
65

% 
28% 7% 14% 35% 

40

% 

项目 

9、是否每天有肉？（放

弃选择，1 人，占

2.33%） 

10、是否每天有蛋？

（放弃选择，1 人，占

2.33%） 

11、最喜欢吃的菜

是？最讨厌吃的

菜是？ 

12、其他？ 

六年级 是 否 有时 是 否 
有

时 
      

合计（43

人） 

24 1 17 2 5 35       

56% 2% 40% 5% 12% 
81

% 
      

调查者回收问卷后，与孩子们做了热烈的交流，孩子们对免费午餐非常不满，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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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我一语地抢着反映情况，归纳总结如下： 

（1）饭菜质量不满意，具体：饭菜里有头发、虫、钢丝。孩子们还说不要把发臭

的东西给他们吃。 

（2）打饭不公平，具体：厨师会给自己的亲戚分的多。 

（3）老师和学生分开吃，具体：老师大鱼大肉，孩子们吃得是骨头和肥肉。 

（4）厨师态度不好。 

（5）卫生做得不好，具体：厨师个人卫生，食材的卫生。希望厨工戴帽子，短头

发，戴手套。希望菜能洗干净，尤其海带和豆皮。 

（6）厨师一边给孩子分饭一边自己拿手抓着吃。 

就此情况，调查者在校期间向老师咨询，老师非常委屈的表示上述情况完全不存在。

但是，六年级的学生，个人的判断能力已经形成，43 人的共同表态，确实不能让人无视。

调查者把回收的调查问卷给老师看了，希望学校能够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4.4 堰娅学校的资金组成 

今年的 4 月 10 日，鹤峰县结束了过去由免费午餐独自出资的模式，全县统一新模

式，具体情况如下： 

全县小学实施免费午餐和营养早餐。标准为：早餐 1.5 元、午餐 3 元。资金来源：

国家补助 3 元，免费午餐出资 1 元，当地政府出资 0.5 元。 

    全县小学附设学前班学生与小学生一样实行免费午餐。标准：3 元。资金来源：免

费午餐出资 2 元、当地政府出资 1 元。 

    小学教师、工友参与用餐。标准为：早餐 2 元，午餐 3 元。资金来源：免费午餐出

资 3 元，当地政府出资 2 元。 

原有工友工资继续由地方政府承担，新增工友工资由免费午餐承担，工资标准 800

元/月。 

 

5 调查分析问题汇总 

5.1 学校老师并不清楚资金组成 

据调查者所知，鹤峰县全县今年 4 月启用了新模式，该地区会有三方资金（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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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午餐基金，当地政府资金）流入，汇合成流为孩子们提供早餐和午餐。 

调查者到校，向老师咨询资金投入的组成及餐值，发现，老师对此并没有清晰的了

解。 

在校，老师是这样向调查者介绍的：免费午餐项目资助该校学前班级小学每生每日

3 元，其中，学前班 3 元全部用于午餐，小学 1 元用于早餐 2 元用于午餐。当地政府为

小学出资 1.5 元，其中 0.5 元用于早餐，与免费午餐结合使餐值达 1.5 元；1 元用于午餐，

与免费午餐结合使餐值达 3 元，国家的营养补贴并没惠及小学。中学午餐餐标 4 元，其

中国家出资 3 元，学生自费 1 元。老师只提供早晚两餐，早餐 2 元，晚餐 5 元，自费，

中午不提供用餐，小学部老师按自愿原则随孩子享用免费午餐。 

关于小学没有国家的 3 元营养补贴，这让调查者甚为困惑。晚上，调查者调阅了免

费午餐基金与鹤峰政府签的合约认真研读，合约中，关于三股资金的组成如何在早餐和

午餐中分配并无具体说明，调查者以个人对合约的理解，整理表格如下，该情况与学校

老师的理解有所不同： 

 学前班 小学 教工 

早餐   餐标 1.5 元 餐标 2 元 

出资   免费午餐基金 1 元 当地政府 2 元 

出资   当地政府 0.5 元   

午餐 餐标 3 元 餐标 3 元 餐标 3 元 

出资 免费午餐基金 2 元 国家 3 元 免费午餐基金 3 元 

出资 当地政府 1 元     

 

5.2 老师和学生分开吃菜品不同的情况 

中午，调查者与孩子们共享午餐，就调查者个人所感，3 元能做成这样不错了，厨

房为老师另外准备的是老师自费的晚餐，按 5 元的餐标。 

据老师介绍，该校的猪肉是向当地农户以整头生猪购买的，在这种情况下，一头猪，

较好或较差的猪肉在各餐如何分配才合理，确实是件棘手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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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调查人建议 

调查人对堰娅学校进行调查后，综合各方面情况，现个人提出以下建议： 

（1）调查问卷中，有个孩子的建议非常好，在此引用，建议学校考虑。原文如下：

打饭时让学生自己打饭，因为有时工作人员打多了就会从他人的饭盒里拿出来，不卫生； 

（2）在免费午餐项目里，孩子才是被服务对象，免费午餐及学校都是服务机构，

被服务对象对服务有如此强烈的不满，免费午餐和学校理应认真思考。有可能中间存在

误解，建议老师给孩子们做好解释工作； 

（3）再次到走马，作为 10 年的财务从业人员，认真研读免费午餐与当地政府的合

约后，在校简要看了一下帐册及采购单，对该校在新模式下的资金运作情况，调查者暂

不作任何评价。多方资金的汇集并且并无明确说明各自指向，多项目统一采购共同消耗

并且库存无法明确彼此剩余，这种情况下，若非认真审计，所有推断都属不严谨不负责

任，建议免费午餐考虑随手记的研发升级，把各方资金及物资统一管理一并公示。 

 

7 结论 

小敏：结束对堰娅学校的调查后，调查人对于学校目前免费午餐的实施基本满意，

作为一所九年制寄宿学校，学校要为小学和中学准备早午晚三餐，而且小学和中学的餐

值不一，老师用餐还另外准备，学校在运作方面实属不易，虽然如此，调查者还是寄望

学校在新的学年能总结经验做得更好。调查者建议免费午餐继续对该校拨款。 

 

 

 调查人：小敏 

 2012 年 7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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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核总监流星按：感谢小敏的努力，鹤峰地区的资金分布确实复杂，连我自己都一

直搞不清楚，但我个人觉得要把握一个核心，不管资金怎么出，饭菜质量要保证三元到

位，稽核人员走访了很多学校，三元该做到什么标准心里都是有杆秤的。 

此校的学生评价如此低，作为捐赠基金的目的有 50%没有达到，我们捐赠孩子们吃

饭不仅仅是让孩子们正常身体成长，还需要培养他们有一颗感恩的心，如果孩子们讨厌

免费午餐，有很多意见的话，何来感恩的心！为此此次稽核评价：警告！ 

并请湖北地区执行团队落实孩子们反映的问题，给出书面解释！ 

 

我们相信：没有监督的制度必然产生腐败，没有稽核的免费午餐必然不能长久！ 

 

我们欢迎全社会的人士监督我们的免费午餐，任何有意愿现场实地调查的志愿者均

可联系我： 

流星 6773793@qq.com  http://weibo.com/u/2497580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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