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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事件：预制菜进校园引争议

一、热点概述

近日，一些地方学校食堂引入预制菜引发热议，相关话题冲上微博热搜。预制菜在餐饮界日益盛行，

随着校园餐饮市场的开放和发展，越来越多的学校开始采用预制菜作为学生午餐的供应方式。毫无疑问，

预制菜的引入在某种程度上能解决校园食堂运营中的困难，但与此同时，预制菜也引发了家长们对于食

品质量和健康问题的担忧。

综合各地媒体报道来看，有的学生家长自发组成了“抵制预制菜”交流群；有的学校门口挤满了送

餐的家长，其中不乏特地辞职送饭的；有的学生家长在网上吐槽；有的学生家长涌入网络问政平台表示

质疑……虽然方式各异，家长们的态度如出一辙：反对预制菜进校园。

二、答题素材

1.事实（举例）论证：

“民以食为天”，在食品安全这件天大的事情上，为人父母总是希望孩子能得到全方位的呵护。家

长们的心情和态度，不仅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是值得尊重的。按照《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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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保障师生家长的知情

权、参与权、选择权、监督权”。换句话说，家长不仅有权进行监督，而且有权对此说“不”。

2.道理论证：

（1）家长们不约而同反对“预制菜进校园”，不仅是对学校自作主张的坚决抵制，同时也暴露出

一个深层问题：尽管预制菜的市场规模越来越大，但不少人仍对此缺乏足够的了解和信任。在不少家长

的眼里，“现炒现卖”未必更好，但他们却担心预制菜会“更坏”。归根结底，并不是因为家长太敏感，

而是因为预制菜并不透明。

（2）数据显示，截至 2022 年底，国内的预制菜相关企业有 6.4 万家。因为门槛低、可复制性强、

行业标准化程度不高，预制菜行业良莠不齐、鱼龙混杂。制作预制菜的企业既有传统的食品加工企业，

也有线下的酒店饭馆，甚至还有不少新加入者。理论上说，统一制作、统一包装、统一运输的预制菜，

更容易实现标准化管理。但是，因为缺少统一的标准，预制菜本身仍处于各自为政、自说自话的阶段。

因此，不仅家长们的担忧应该被理解，一些专注于品质的预制菜企业也难免会感觉失望。

3.对策建议：

（1）明确相关行业标准，在基础上落实食品安全法规定的全程溯源管理。

（2）校园招标要清晰透明，在阳光下抹掉权力寻租的可能性。

（3）保障家长知情权和选择权，推进校长负责制。

三、出题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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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你怎么看？

1.近日，一些地方学校食堂引入预制菜引发热议。预制菜在餐饮界日益盛行，随着校园餐饮市

场的开放和发展，越来越多的学校开始采用预制菜作为学生午餐的供应方式。毫无疑问，预制菜的

引入在某种程度上能解决校园食堂运营中的困难，但与此同时，预制菜也引发了家长们对于食品质

量和健康问题的担忧。对于预制菜进校园，你怎么看？

◎审题判断——你怎么看？（热点现象类）——答题结构【点题/破题-原因分析-过渡-对策-总结

结尾】

◎解题思路

第一步——点题/破题：

正所谓“民以食为天”，在食品安全这件天大的事情上，为人父母总是希望孩子能得到全方位的呵

护。家长们的心情和态度，不仅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是值得尊重的……

第二步——原因分析：

首先，学校自作主张给学生提供预制菜，菜品质量却令人堪忧。孩子们是祖国的未来，同样的伙食

费，换来却是质量更加不确定的预制菜品，口感差，久放易变质，不管是冷藏还是加热，食品的营养会

有所流失，家长们难免不放心。

其次，预制菜行业缺乏统一的执行标准，市场上的预制菜品质良莠不齐……

第三步——过渡：

从某种意义上说，家长反对预制菜进校园，也不失为预制菜的一个发展方向——预制菜虽然因“方

便”而兴，但最终壮大的关键仍在于“品质”。所以在将来我们更应该：

第四步——对策：

第一，明确相关行业标准，在基础上落实食品安全法规定的全程溯源管理；监管部门要把监管落到

实处，不仅要加大日常监督检查力度，而且对于消费者反映比较集中、突出的问题，要专门开展有针对

性的专项监督检查，依法打击违法违规或损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

第二，校园招标要清晰透明，校园餐饮的配送权要优先考虑资质合格、工厂明净、开办时间久的知

名企业，而不是给价格低、开办仅两三个月的无名企业……

第三，保障家长知情权和选择权，推进校长负责制。建立健全学校学生餐配制管理制度体系，全链

条监管预制菜的制售用，确保可溯源和达标，继续推进校长负责制，明确校长与学生共食预制菜。此外，

还可以邀请家长代表参与监督，多提意见建议……

第五步——总结结尾：

为人父母，总是希望为孩子提供最好的东西，如果预制菜能以品质打消家长们的顾虑，进入校园自

然水到渠成。反之，如果不能化解家长们的焦虑，自作主张的学校也难免会惹火上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