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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概况 

1.1 免费午餐发起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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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由党

和国家作出政治承诺。 

2011年 4月 2日，邓飞联合 500名记者、国内数十家主流媒体和中国社会福利基金

会发起免费午餐基金公募计划，倡议为贫困学童提供免费午餐。自 2011 年 4月正式启

动至 2018年 9月底，募款已超过 45415万元，累计开餐学校达到 1057所（现开餐学校

826所），分布于全国 26个省、市、自治区，受惠人数达到 276327人，帮助孩子们免

于饥饿，享有热腾腾的免费午餐。 

1.2 免费午餐项目目标  

我们的使命 帮助困境未成年学童改善基本生存权及发展权，身心健康成长。 

我们的愿景 通过若干年努力，使免费的午餐成为中国儿童的基本权利。 

我们的战略 执行安全、高效、可复制的免费午餐开展模式，恪守公开透明的准则，

以平台之形态，为捐赠人、志愿者、被捐助对象、公益机构、全职工作人员、政府单位

等提供专业、系统服务，持续推动公共政策发展。 

为确保善款善用，志愿者协助学校开通微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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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出鬼没的驴友一起参与

一线监管。 

详见：免费午餐微博 http://weibo.com/freelunch 

      免费午餐网站 http://www.mianfeiwucan.org 

      免费午餐淘宝公益店 http://mianfeiwucan.tmall.com 

1.3 “一村一幼”免费午餐·中央厨房项目介绍  

“免费午餐凉山一村一幼”项目前期经多方论证，采取“中央厨房、中心厨房、小

厨房”模式，实行统一机构管理、统一厨房改扩建、统一招聘炊事员等 12个方面的统

一。从 2016年底到 2017 年 4月，布拖县改建了 2个中央厨房、4个中心厨房和 1个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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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房，覆盖了 42所幼儿园。这 42所幼儿园的午餐皆由中央厨房统一烹饪，集中制作好

后用双层保温桶按学校分装，通过配送车配送到各个幼教点。“中央厨房推广模式在凉

山属于初次尝试，以布拖为试点，改建厨房 7个，实现了免费午餐跨乡镇配送、就近配

送，确保幼教点幼儿都能吃上热腾腾的饭菜。 

1.4 稽核时间及内容  

2018年 10月，稽核专员子夜等人接受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免费午餐基金管理委员

会的指派，前往四川省凉山州布拖县，对该地区的免费午餐项目合作学校进行现场稽核，

稽核的主要内容为：卫生及食品安全、财务管理、就餐现场情况、信息披露及学校重大

问题情况反馈等情况。 

1.5 稽核路线 

表 1：学校稽核交通行程信息表 

序号 时间 起止地 交通方式 距离 行驶时长 费用 

1 10月 15日 布拖县汽车站—拖觉镇中心学校 公交 约 22公里 约30分钟 5元 

 

图 1   交通路况组图 

 

2 稽核调查目的及依据  

2.1 稽核调查原则 

本着以人为本，关注民生，扶危济困，共享和谐的原则。 

2.2 稽核调查目的 

（1）了解项目合作学校的食品安全管理状况，督促学校管理层提高食品安全意识，

确保学生食品安全； 

（2）核查免费午餐基金捐赠资金使用情况，杜绝捐赠资金流失，提高捐赠人对免

费午餐项目的信任； 

（3）为免费午餐基金是否继续与该校合作提供依据，确保免费午餐项目可持续运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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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稽核调查依据 

（1）《农村义务教育学校食堂管理暂行办法》（教财〔2012〕2号）； 

（2）《免费午餐项目学校执行标准基本规范》（以下简称执行规范）； 

（3）现行国家食品生产、运输、加工等法律、法规。 

 

3 现场调查与资料搜集 

3.1 拖觉镇免费午餐中央厨房整体概况 

3.1.1基本情况 

拖觉镇免费午餐中央厨房位于四川省凉山州布拖县拖觉镇中心校内，拖觉镇中心校

位于拖觉镇拖觉村，为免费午餐与布拖县政府合作开餐学校，负责拖觉镇周边（含补尔

乡）共计 14个“一村一幼”教学点的配餐工作，幼教点学生实施“3+1”模式进行资助

（即免费午餐基金为每人每餐提供 1元、当地政府提供 3元），幼教点教师由免费午餐

提供每人每餐 4元午餐资助，同时免费午餐提供中央厨房厨师工资补助 8000元/月，提

供送餐车燃油补贴 3000 元/月。 

拖觉镇免费午餐中央厨房于 2017年 3月起开始合作，2017年 4月正式投入使用并

开始配餐。 

14个教学点的午餐在拖觉镇免费午餐中央厨房统一烹饪，厨师午餐烹饪好后，分别

由三辆车将午餐送至教学点。 

 

图 2  学校及中央厨房情况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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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开餐资金构成表 

类别 免费午餐 营 改 餐 自     费 

学前教育 1元 3元 0元 

义务教育阶段学生 0元 4元 0元 

中央厨房厨师 4元 0元 0元 

一村一幼教师 4元 0元 0元 

表 3：学校午餐管理人员名单 

岗位 镇中心校校长 厨房管理员 采购人 验收 出入库记录 财务报账 微博 

姓名 阿凉子拉 日有莫 布子扯赫 日有莫 廖国俊 赖学才 

表 4：学校情况统计表 

序
号 

学校名称 
幼儿人数 

（3+1模式） 
义务教
育人数 

教职工人数 
（免费午餐拨款） 合计 

送餐 
车号 

教师 厨师 司机 其他 

1 拖觉镇中心校中央厨房 0 0 4 5 3 0 12 自取 

2 拖觉镇石咀村幼教点 98 0 6 0 0 0 104 1号车 

3 拖觉镇石咀完小幼教点 92 0 6 0 0 0 98 1号车 

4 补尔乡嘿门子幼教点 88 0 2 0 0 0 90 1号车 

5 补尔乡日久幼教点 72 0 4 0 0 0 76 1号车 

6 补尔乡洛堵幼教点 96 0 6 0 0 0 102 1号车 

7 拖觉镇呷戈幼教点 106 0 6 0 0 1 113 2号车 

8 拖觉镇波浪幼教点 174 0 10 0 0 1 185 2号车 

9 拖觉镇石咀街道幼教点 197 0 8 0 0 1 206 2号车 

10 拖觉镇火洛觉幼教点 150 0 6 0 0 1 157 2号车 

11 补尔乡补尔村幼教点 97 0 4 0 0 0 101 3号车 

12 补尔乡亚河幼教点 82 0 - 0 0 0 82 3号车 

13 补尔乡竹尓苦幼教点 135 0 - 0 0 0 135 3号车 

14 补尔乡拉博作幼教点 99 0 - 0 0 0 99 3号车 

15 补尔乡呷且幼教点 49 0 - 0 0 0 49 3号车 

合计 1535 0 62 5 3 4 1609  

说明：由于稽核当日跟随 3 号送餐车下校的同事未能统计幼教点教职工人数，故 3

号送餐车所覆盖的亚河幼教点等四个幼教点用餐人数暂不包含教职工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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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免费午餐就餐人数统计表 

序号 学校名称 
幼儿人数（3+1模式） 教职工 

应到 实到 应到 实到 

1 拖觉镇中心校中央厨房 0 0 12 12 

2 拖觉镇石咀村幼教点 98 77 6 6 

3 拖觉镇石咀完小幼教点 92 79 6 6 

4 补尔乡嘿门子幼教点 88 70 2 1 

5 补尔乡日久幼教点 72 67 4 4 

6 补尔乡洛堵幼教点 96 81 6 6 

7 拖觉镇呷戈幼教点 106 106 7 7 

8 拖觉镇波浪幼教点 174 154 11 11 

9 拖觉镇石咀街道幼教点 197 191 9 9 

10 拖觉镇火洛觉幼教点 150 138 7 7 

11 补尔乡补尔村幼教点 97 89 4 4 

12 补尔乡亚河幼教点 82 63 - - 

13 补尔乡竹尓苦幼教点 135 97 - - 

14 补尔乡拉博作幼教点 99 80 - - 

15 补尔乡呷且小学幼教点 49 49 - - 

合计 1535 1341 74 73 

说明：由于稽核当日跟随 3 号送餐车下校的同事未能统计幼教点教职工人数，故 3

号送餐车所覆盖的亚河幼教点等 4个幼教点实到用餐人数不包含教职工人数。 

表 6：最近两次拨款情况对照表 

序号 官网公示拨款时间 金额 学校微博公示拨款时间 金额 备注 

1 2018年 5月 22日 177439元 2018年 11月 2日 177439元  

2 2018年 8月 27日 271226元 2018年 11月 2日 271226元  

说明：该校最近两次拨款的公示均为本月（11月）2日，均系稽核小组离校后。 

 

图 3  拨款公示微博截图 

稽核当日中央厨房菜品为芹菜炒肉、炒莲花白、白菜汤，主食米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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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开餐当天菜品情况组图 

 

图 5  厨师健康证组图（其中 6 个过期） 

 

图 6  厨师卫生情况组图 

 

图 7  储藏间情况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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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食品留样情况组图（取样盒油腻、无效） 

 

图 9  原始采购单组图（右图为自行填开的采购原始凭证） 

 

图 10  送餐车情况组图 

 

图 11  月总结微博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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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稽核当日学校微博截图 

 

3.2 拖觉镇免费午餐中央厨房现场检查情况汇总 

中央厨房厨房稽核从卫生及食品安全、财务管理、送餐车辆、运输过程食品容器、

信息披露等情况进行相关检查，检查情况见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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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中央厨房稽核情况表 

类目 检查内容 检查情况描述 备注 

卫生及
食品安

全 

健康证 所有在岗厨师持有有效健康证。 
中央厨房共 8名厨师，其中 6名厨师健康证过期，校方
称新的健康证正在补办中，尚未下发 

 

厨房卫生 

灶台、案板、洗菜池是否干净卫生，有无明显卫
生死角。 

灶台卫生状况一般，工作台较为油腻  

除学生餐具外的厨房操作用具是否干净整洁、是
否使用塑料用具盛装热食现象。 

未发现使用塑料炊具  

墙面、地面是否干净整洁，墙面是否可见明显烟
尘油污或蛛网，地面是否有积水和卫生死角。 

墙面油污明显，地面油腻湿滑，积水严重，卫生死角明
显 

 

厨师卫生 

食堂工作人员日常是否规范穿戴围裙及帽子（或
头饰）、鞋子等，发现未系围裙、戴帽子、穿露
趾凉鞋酌情扣分。 

全体厨师着工作装戴帽子，炒菜厨师戴口罩。  

厨师是否全身着装干净整洁，无明显污渍，厨师
手掌及手指是否干净，指甲是否修剪整齐，是否
佩戴戒指等饰品。 

厨师个人卫生一般。  

食材储藏 

食材是否出现变质、腐烂或其他影响食材品质的
现象。 

除粮油调料类食材，猪肉及蔬菜类食材均系当天采购当
天使用，无库存，采购质量暂无法判断 

 

冷藏设备内部是否干净整洁，有无明显异味；冰
箱/冰柜内部食材是否隔离包装。 

厨房冰柜处于闲置状态  

原辅食材储存空间是否整洁干净，食材是否有序
隔离存放，易受潮变质食材是否离地存放，有无
防潮措施。 

粮油类食材仓库干净，库存食材离地、防潮  

同一储存空间内的生熟食存放是否分开。 现场未见生熟食混放  

公用餐具卫生 
公用炊具清洗是否干净 公用炊具较为油腻，备餐期间未及时清洗  

配餐容器是否清洗干净，每天消毒 
配餐桶卫生状况一般，部分配餐桶盛装饭菜前较油腻，
是否每日消毒暂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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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目 检查内容 检查情况描述 备注 

食品
留样 

留 样 是
否有效 

①每种食品留样质量须不少于 100 克；②学生在
校期间食用的所有食物均需进行留样；③留样须
单独密封冷藏保存，不得混存；④留样时间为 48
小时。 

查见食品留样，但取样容器油腻不堪，卫生状况较差，
属无效留样 

 

留 样 标
签 

留样容器外标签须整精确记录了取样时间、食品
名称。 

无标签  

留 样 记
录 

食品留样记录台账是否规范记录了取样时间、餐
次、食品名称、取样数量、取样操作签名、到期
处理时间、审核签名等。 

留样记录未精确记录取样时间及到期时间，无审核签字  

财务管
理 

食材采购 
大宗食材是否与当地零售行情一致。 米、油、肉食材由教育局统一招标采购  

大宗食材是否执行定点采购。 蔬菜在布拖县城定点采购  

原始凭证 

原始凭证的发生日期、单价、数量、金额等是否
与实际情况一致。 

出示的原始凭证采购单价、数量等正常，但部分原始凭
证缺失，且存在自行填开原始凭证情况 

 

采购原始凭证是否包含供应商信息（名称、签名、
电话等）。 

原始采购凭证供应商信息齐全，定点采购协议齐全  

是否有采购人和验收人签字。 采购原始凭证只有采购人或者验收人签字  

入库登记 

学校是否按照要求填写入库记录，入库记录应包
含但不限于：入库时间、菜品名称、单价、数量、
金额等，同时关注入库记录数据与采购原始凭证
是否一致。 

无食材入库台账  

入库记录台账是否有采购人员和验收人签字。 无食材入库台账  

出库登记 

学校是否按照要求填写出库记录，出库记录应包
含但不限于：出库时间、菜品名称、数量等，并
关注出库记录数据与调查当日备餐量是否一致。 

无食材出库台账  

出库记录台账是否有出库人员和领料人员签字。 无食材出库台账  

现金流水账 
学校应建立现金流水账，现金流水账是否按照实
际发生日期及时记录，记账数据是否与实际发生

学校本学期尚未记录现金账，但是每日微博有公示现金
使用情况，每个月进行一次总结，可视作现金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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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目 检查内容 检查情况描述 备注 

数据一致。 

送餐车 

车辆卫生 送餐车辆是否干净，整洁 
学校共有送餐车 3台（2台面包车 1台三轮车），均系
炊事员自带，车辆卫生一般。 

 

车辆证件 车辆是否有行驶证件，车辆保险是否齐全 送餐车年检手续齐全，有保险  

驾驶员证件 驾驶员是否有驾驶证、健康证 
三位送餐员均系厨师兼任，其中两位持机动车驾驶证，
三轮送餐车无牌无证 

 

押运人证件 押运人是否有健康证 没有押运员  

运输过程 
食品容器 

是否使用塑料制品盛装热食，是否密封保存食材 
全部配餐桶均为不锈钢双层保温桶，但部分桶的盖子已
坏，密封效果差 

 

信息披
露调查 

用餐人数及日期 
查阅微博公示的应到及实到就餐人数是否与现场
清点人数一致；微博发布日期是否正确。 

稽核当日学校微博发布的用餐公示显示应到总人数
1572人，实到用餐人数 1572人，综合各组同事现场收
集的人数显示该中央厨房应到人数为 1609人，实到用
餐人数 1414人。公示人数与实际人数差距明显。  

 

微博发布及时性 学校是否按要求发布微博。 
稽核当日（10月 15日）用餐公示系 10月 19日发布，
大幅延迟。 

 

菜品、食材是否
属实 

翻阅学校近 4 周微博，对照学校出入库记录与留
样记录，对学校开餐菜品、食材进行核对。 

稽核当日学校微博发布的午餐菜谱及出库数据与实际
情况基本一致。 

 

食材品种数量 每周不少于 4种，每月不少于 8种。 
翻阅近一个月微博，学校食用蔬菜品种每周超过四种，
每月超过 8种 

 

荤菜率及人均分
量 

每天是否有荤菜，注：鸡蛋不属于荤菜；且每餐
人均不少 30克。不满足其中任意一项均不得分。 

每天都有荤菜，且每餐超过 30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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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拖觉镇石咀村幼教点等其他 14个送餐点当天就餐情况 

由于拖觉镇免费午餐中央厨房所在的拖觉镇中心校无幼儿园及学前班，故除厨房厨师及工作人员当日在厨房就餐外，无其他就餐人员。 

表 8：现场检查情况表 

序号 学校名称 
年级 

学生 教师 合计 送餐车到达时间 
稽核当天情况 

班级 学生餐具 是否消毒 菜品留样 留样记录 其他 

1 
拖觉镇中心校中央厨

房 

- - 12 12 12：45 

现场开餐 
详见表 8 

- - 12 12 

2 拖觉镇石咀村幼教点 
应到 98 6 104 

13:00 自带 未消毒 无 无 
餐具卫生较

差 实到 77 6 83 

3 
拖觉镇石咀完小幼教

点 

应到 92 6 98 
13:35 自带 未消毒 

有，基本有

效 
未查见 餐具卫生差 

实到 79 6 85 

4 补尔乡嘿门子幼教点 
应到 88 2 90 

13:45 自带 未消毒 无 无 
餐具卫生极

差 实到 70 1 71 

5 补尔乡日久幼教点 
应到 72 4 76 

13:10 自带 未消毒 无 无 
餐具卫生较

差 实到 67 4 71 

6 补尔乡洛堵幼教点 
应到 96 6 102 

13:20 自带 未消毒 无 无 
餐具卫生较

差 实到 81 6 87 

7 拖觉镇呷戈幼教点 
应到 106 7 113 

13:30 自带 未消毒 无 无 餐具卫生差 
实到 106 7 113 

8 拖觉镇波浪幼教点 
应到 174 11 185 

13:10 自带 未消毒 无 无 餐具卫生差 
实到 154 11 165 

9 
拖觉镇石咀街道幼教

点 

应到 197 9 206 
12:45 自带 未消毒 无 无 餐具卫生差 

实到 191 9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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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拖觉镇火洛觉幼教点 
应到 150 7 157 

13:55 自带 未消毒 无 无 
餐具卫生较

差 实到 138 7 145 

11 补尔乡补尔村幼教点 
应到 97 4 101 

12:50 自带 未消毒 无 无 餐具卫生差 
实到 89 4 93 

12 补尔乡亚河幼教点 
应到 82 - 82 

13:00 自带 未消毒 无 无 餐具卫生差 
实到 63 - 63 

13 补尔乡竹尓苦幼教点 
应到 135 - 135 

13:25 自带 未消毒 无 无 餐具卫生差 
实到 97 - 97 

14 补尔乡拉博作幼教点 
应到 99 - 99 

13:30 自带 未消毒 无 无 餐具卫生差 
实到 80 - 80 

15 补尔乡呷且幼教点 
应到 49 - 49 

13:40 自带 未消毒 无 无 餐具卫生差 
实到 49 - 49 

 说明：由于稽核当日跟随 3 号送餐车下校的同事未能统计幼教点教职工人数，故 3 号送餐车所覆盖的亚河幼教点等 4 个幼教点用餐

人数暂不包含教职工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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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拖觉镇中心校免费午餐中央厨房现场就餐情况 

稽核当日，稽核专员与送餐车一同下校送餐，故未能见到中央厨房厨师及工作人员

用餐情况。据留守该校的学校服务中心专员介绍，中央厨房大部分厨师与工作人员均在

送餐车离开中央厨房后开始用餐，饭菜与学生饭菜一致。  

3.5 “一村一幼”其他 14 个送餐点就餐图选 

 

图 13  就餐情况组图 

 

图 14  个别幼教点的食品留样情况 

 

4 存在的问题 

稽核专员对布拖县拖觉镇免费午餐中央厨房及其送餐点进行现场稽核后，确认目前

存在的主要问题： 

1、中央厨房部分厨师健康证存在过期问题； 

2、中央厨房操作间整体环境卫生差，卫生死角明显； 

3、中央厨房食品留样取样操作不规范，留样容器卫生状况差，留样工作无效； 

4、部分采购原始凭证缺失，且存在私自填开采购原始凭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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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食材采购到校后无入库验收记录及出库记录； 

6食堂资金收支使用无流水记录； 

7、绝大部分幼教点未对当日午餐饭菜进行取样； 

8、各幼教点的学生用餐卫生较差； 

9、各幼教点均不同程度反映备餐量不足； 

10、各幼教点老师均未与学生同餐； 

11、信息披露工作不规范，发布延迟且人数差距明显。 

 

5 重大问题情况说明 

除前述问题外，本次现场稽核暂未发现该校其他重大问题。 

 

6 上次稽核整改落实情况 

该校系首次接受免费午餐基金稽核中心现场稽核，无过往项目稽核报告供比对分析。 

 

7 结论 

布拖县拖觉镇免费午餐中央厨房项目执行情况较差。 

该中央厨房是首次接受免费午餐基金稽核中心与学校服务中心联合稽核。从本次稽

核的情况来看，该中央厨房目前存在较多问题，部分问题较为严重，尤其是食品安全管

理意识差、财务管理混乱、各幼教点用餐卫生较差、分餐配餐不合理导致各幼教点均不

同程度反映备餐量不足等情况，均值得各方引起高度重视。如选择继续合作，相关各方

需立即对供餐现状及存在问题进行专项整改，狠抓落实，确保食品安全管理等工作标准

化、规范化，确保食堂资金尤其是捐赠资金的合理规范使用！ 

                                   稽核专员：  

                                      2018年 11月 7日 

稽核中心意见：从稽核本报告显示该校执行情况较差，主要体现在食品安全、财务

管理等方面，同时，幼教点的问题也比较多，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备餐量不足的情况，希

望校方能够认真阅读本报告，对报告中提出的问题进行逐一整改，在保证食品安全和资

金安全的同时，让学生吃饱、吃好。 

                      稽核中心总监： 

2018年 11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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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重大问题事项说明  

序号  事项  说明  

1 
学校教职工引导学生对免

费午餐工作人员撒谎  

定义：现场稽核过程中，稽核专员发现教职工存在引导

学生对稽核专员说谎行为。 

2 

学校用国家营养改善计划

及免费午餐资金为学生提

供牛奶或面包  

定义：现场稽核过程中，稽核专员发现该校存在用国家

营养改善计划及免费午餐资金为学生提供面包牛奶现

象  

3 
学校虚报用餐人数达到或

超过百分之五  

定义：稽核专员离校撰写稽核报告过程中，通过比对该

校微博调查当日的用餐人数公示情况，发现应到或实到

人数与现场获得人数相差达到或超过百分之五。  

4 
学校微博公示与实际情况

不符  

定义：稽核专员在比对调查当日该校微博发布的内容

时，发现除人数外，其他内容与调查当日实际情况不符。 

5 
学校虚报食材品种、数量、

金额  

定义：稽核专员在现场稽核及撰写稽核报告过程中，通

过账目核查、比对，发现该校存在虚报食材品种、数量

及金额行为；查看学校大宗食材价格（一种大宗食材三

周以上）高于当地平均零售价；新开餐学校启动资金的

使用，查看学校已经采购的配套设施，比对学校的原始

采购单据与微博，发现学校与实际不相符的 

6 学校存在食品安全隐患  

定义：现场稽核过程中，稽核专员发现该校食堂存在如

食材变质、危险物质与食材共同储存等严重食品安全事

故隐患。 

7 
学校食堂承包给个人或者

企业  

定义：现场稽核过程中，稽核专员发现或有足够的证据

证明该校食堂系承包给个人或企业行为。 

8 学校出现严重浪费情况 
定义：现场稽核过程中，稽核专员发现该校学生在就餐

过程中及就餐结束后出现严重浪费（倾倒饭菜）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