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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岔口驿小学
三年级学生董立亮，现在最爱吃的是蔬菜
牛肉羹。从今年2月开始，这位10岁的小
学生每周二都能在学校的食堂吃上一份。

从今年春季学期开始，甘肃 58 个连
片特困县（市、区）向农村义务教育学生
提供营养餐，共有 230 余万名学生像董
立亮一样吃上了免费营养餐。

精挑细选
让学生娃吃饱吃好

来到天祝县石门小学，远远便看见
学校门口挂着一条醒目的横幅——“免
费营养餐，情暖农村娃”。走进学校 10
多平方米的厨房，一阵肉汤的香气扑鼻
而来。身穿白衣白帽、系着围裙的厨师
周国珠老汉戴着口罩在灶台前忙乎着，
旁边的大案板上放着几个不锈钢盆子，
装着已经切好的青椒、白菜、番瓜；案板
旁边是冰柜、轧面机、和面机等设备，对
面还有一个消毒柜，里面整整齐齐放着
不锈钢餐具。整个厨房虽然略显狭小，
但是干净整洁。

厨房墙上贴着一张食谱，校长叶多杰
才让告诉记者，食谱是他专门上网查的，
而且隔段时间就要专门征求学生和家长
的意见进行完善。他拿出一本装订学生家
长意见征询表的册子，里面有所有家长填
写的关于每天午餐的意见。“大部分都是

满意的，但也有不少家长反映说，学生们
不喜欢吃星期一的营养八宝粥，因为粥
里面有黑米，娃娃们不习惯这颜色。后来
我们就调整了一下，煮粥时多放大米，改
变颜色后大家就比较认可了。”

记者从甘肃省教育厅了解到，甘肃
各试点县区从实际出发，根据学校食堂
条件和当地饮食习惯，按照学区确定了
供餐模式，并定期对食堂卫生和饭菜价
格、质量、留样进行检查，实行动态化管
理，保证了供餐质量。静宁县建立了“周
调剂、月平衡”的供餐机制；陇西县根据
学生实际情况，每周更新轮换食谱，调节
营养餐供应品种。

在石门小学，记者看到一本装订的册
子——“学生食物过敏反应调查备案表”，
每名学生一张表，详细记录学生“既往食物
不良反应”、“家族食物不良反应”等内容。

“以前学生娃们中午基本上都不回家，自己
带着干馍馍，学校提供开水，凑合着就算是
一顿饭了。”叶多杰才让说，“现在国家有这

么好的政策，我们就要想方设法，不但让娃
娃们吃饱吃好，还要吃得放心。”

精打细算
更多配套资金投入

石门小学地处半农半牧区，有 31名
住校生，最远的学生离家20公里，学校
以前有个简易的厨房给寄宿生做饭。自
从今年春季开学实施营养膳食计划后，
学校里 74 名小学生都需要在学校吃午
饭，原来的厨房就显得有些紧张了。

“我们新建的食堂有 100 平方米，现
在主体已经建好，等墙体一干，粉刷后就
能投入使用了。”在简易厨房不远处，记
者看到一排亮堂堂的新房子。叶多杰才
让告诉记者，这是县里出资建的，“等盖
好后，学生们就有了专门的餐厅”。

根据不同类别的供餐方式，天祝县
各农村学校多方筹措资金，因地制宜进
行食堂建设。天祝县教育局工会主席王
英国随身携带的一个小本本上记录着这
样一组数字：52 所寄宿制学校已进行现
有食堂扩容；47 所无食堂小学在开学前
利用富余校舍改建简易食堂；38 个教学
点根据各自实际，采用教师、家庭托餐等
方式为学生供餐。

“针对学校食堂建设资金和炊事员工
资缺口大的问题，经教育局积极主动争
取，县里已经明确表示，将给予建设简易
食堂的小学每校 2.5 万元改建经费，给予
学校炊事员每人每年 1 万元的工资补
助。”但王英国不无担心地说，“这笔经费
对贫困县来说是个大支出，尽管县里初步
决定给予支持，但尚需建立长效机制。”

除了天祝县，甘肃各试点县（市、区）
普遍加大了学校食堂的建设力度，规划
建设一批功能区分合理、设施设备先进
的学校食堂。华池县投入 115 万元资
金，用于改扩建学校食堂和伙房，并另筹
资购置食堂设备 1300 多台（件），补充食
堂炊事人员 63 名，较好地满足了食堂供

餐的运行需要。

精管细查
3元钱一分都不能少
在岔口驿小学食堂的墙上，不仅有

详细的一周食谱，而且食谱里每个菜名
后都标有价格，具体到每顿饭花费的清
油、调料、食盐、辣椒面等零星物品。比
如董立亮最爱吃的“牛肉蔬菜羹”，根据
细项核算下来，一顿饭总计 900.55 元；
星期五的“八宝粥、水果、馒头”最便宜，
只有 588.54元。

“全校 237 人就餐，一人 3 元钱的补
助，一周全校学生的补助就是3555元，根
据每天食谱合计下来，营养餐一周经费是
3518.94 元，这样每周能结余 36 元左右。
除了物价浮动有所微调外，剩下的钱都买
成肉给娃娃们加在一顿饭里。”岔口驿小
学校长赵政扳着指头算着说，“确保每分
钱都吃到学生娃嘴里。”

为确保营养改善计划的顺利实施，甘
肃省还制定了《甘肃省农村义务教育学生
营养改善计划食品安全保障办法》、《甘肃
省农村义务教育学校供餐企业准入管理
暂行办法》、《甘肃省农村义务教育学校食
堂管理办法》等一系列制度，明确要求“专
项资金要全额用于为学生提供价值相当
的营养膳食，补助学生用餐。不得用于食
堂建设、设施设备购置、学校食堂聘用人
员工资福利、学校公用经费开支，以及开
展营养改善计划的工作经费支出”，同时
要求定期公布经费账目、配餐标准、营养
食谱、食品数量和价格，以及用餐学生名
单等信息，接受学生、家长和社会监督。

“3 元钱全部保证让娃娃们吃上，其
他的花费都是从学校的公用经费里挤出
来的。”赵政说，除了设备和厨师工资，还
有煤、电、水，都是不小的开支，“星期五
吃水果，但是镇上的水果质量不太好，学
校就自己掏钱雇车从县城买。反正就是
尽量把这件好事办好、办实”。

“确保每分钱都吃进学生娃嘴里”
本报记者 李琛奇 通讯员 陈发明

当身份证成为就诊卡
本报记者 苏大鹏

本报讯 记者雷汉发、通讯员常云亮 施疑报道:河北省唐
山市积极推动“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计划”，有效地促进了高校
毕业生就业。据唐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徐建君介绍，
自 2009 年以来，唐山市已有 3 万余名毕业生在政府帮助下走上
见习岗位，其中 2 万余名被见习单位或其他单位正式录用，仅今
年以来就有 3000多名毕业生走上了见习岗位。

2009 年，唐山市启动了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计划”，为毕
业两年择业期内未落实工作单位的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毕业生提
供见习岗位、疏通就业渠道、缓解就业压力。唐山人事部门本着
对见习生高度负责的态度，会同有关单位对申报的用人单位严格
考察，选择管理规范、人才需求量较多、行业知名度较高、热心
公益事业的企事业单位作为见习单位，选择技术含量高、专业性
强、发展空间大的岗位作为见习岗位。对于有欠薪等不良记录的
企业，以及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传菜生、业务员等岗位，审核不
予通过。

唐山市将见习岗位信息通过媒体向社会发布，符合条件的毕
业生到人才交流中心现场报名或网上报名。唐山市毕业生就业指
导办公室审核、汇总有关资料后，将符合条件人选推荐给见习单
位。为促进供需见面，唐山市 3 年内为开滦 （集团） 有限责任公
司、唐山轨道客车有限责任公司、唐山百货大楼集团、中国农业
银行唐山市分行等数百家单位举办了专场面试。见习单位确定接
收见习毕业生名单，报市毕业生就业指导办公室备案，并与毕业
生签订就业见习协议书。毕业生见习期限为 6 个月至 1 年，期间
可获得不少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生活补贴，见习单位仅为每位
见习生每月负担 150 元，其余部分在同级财政和在失业保险金中
列支。为此，市财政每年投入逾 4000 万元，保障见习生生活补
贴足额、按时发放。此外，见习单位还出资为见习生办理人身意
外伤害及大病医疗保险。

计划实施以来，获得了见习单位和见习生双方好评。很多用
人单位表示，见习计划给供需双方提供接触平台，把选才用人试
用期前移，是对传统选才方式的有效补充，既有效解决了单位急
需用人的问题，又降低了用人成本。对见习生而言，见习是熟悉
岗位、认识企业、了解社会的新途径，对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
丰富工作经验、增强就业竞争力具有重要作用。经过见习期间双
方互相考察，见习生平均留用率超过 90%。

“ 就 业 见 习 计 划 ”

助 高 校 毕 业 生 就 业

本版编辑 李 丹

石门小学的简易厨房里，厨师周国珠正在蒸馒头。 本报记者 李琛奇摄

安徽省定远县永康镇青山花园小学地处偏僻山区，部分学生因家庭条件困难午餐无法得到很好保障。在全国各地爱心

人士的帮助下，通过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与花园小学签下为期两年的免费提供 53 名师生午餐协议，孩子们就可以吃到每餐 3

元标准的爱心免费午餐了。 新华社记者 郭 晨摄

发 现

“您好！我要挂呼吸内科，这是我的
身份证。”在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一楼大厅的挂号窗口前，前来看病的沈
阳市民刘大妈亮出自己的身份证。无需
办理和出示就医卡，不到 10 秒钟，刘大
妈就挂上了医院的专家号。在刘大妈身
旁，前来就诊的患者和家属都对身份证
可作为就医卡使用表示了称赞。一位患
者说：“这就医卡是好，可总忘带，很多时
候在医院看病都要再办一张新的。身份
证平常都带在身上，这真是方便了咱们
看病呢！”

不仅在窗口挂号方便，记者在盛京
医院的门诊挂号大厅还看到几台整齐摆
放的自助挂号机。只需用身份证在固定
区域扫一下，再配合使用银行卡，然后选
择相关科室和出诊医生，也可方便地完

成挂号。“以往到大医院看病，从挂号开
始就要排长队。现在不用啦，全靠这张
身份证。”刘大妈高兴地说。

说起看病难，几乎每位患者和家属
都对排长队意见颇多。去大医院看病，
往往都要排长队挂号，好不容易挂上号
看完医生，还要排长队交检查费，等做完
检查，还要再次排队等待打印检查结
果。但是着急也没办法，为了尽快看好
病，患者只能一次次地在医院排队等待，
这让大家既头疼又无奈。

为了解决这一群众反映比较强烈的
“看病难”问题，方便患者就诊，减少患者
排队等候的时间和次数，盛京医院今年 4
月推出“银医互联自助服务系统”。使用
这套系统，患者可直接用第二代居民身
份证作为虚拟就医卡，再配合银行卡使

用，就可在人工收费窗口或各楼层自助
机上完成挂号、充值、交费、打印报告单、
查询等流程。“使用这套系统，相当于增
加了许多挂号、交费、取检查结果的窗
口，而且直接使用身份证和银行卡，不仅
减少时间，连现金都不需要了。”医院相
关负责人对记者说。据了解，这套系统
更有支付密码、支付指纹验证功能，可确
保患者的资金安全。记者看到，在盛京
医院门诊大楼里，每个楼层都配备了大
量这样的挂号、交费、打印检查结果的

“自助就诊机”。
跟随刘大妈，记者体验了一次使用

“银医互联自助服务系统”的就诊过程。
记者在呼吸内科门诊旁边看到，平时人
满为患的人工挂号交费窗口前，排队的
人寥寥无几。而在一个个形似银行自动

取款机的机器前，几位患者正在子女的
帮助下进行自助挂号缴费。在专家诊室
里，刘大妈出示刚刚在一楼大厅挂的号
和身份证，只见医生拿着她的身份证在
读卡器上轻轻一闪，电脑上立即出现刘
大妈以往的病史资料和今天的挂号信
息。经过详细复查，医生给刘大妈开了
一些康复用的药品。出了诊室，刘大妈
在女儿的帮助下，使用身份证和银行卡
在自助服务系统上完成了交费。拿着交
费单，她们很快又在一楼的药房取到了
药。从走出诊室交费到取药，刘大妈前
后用了不到 10 分钟。“医院的这个新设
备真好，让咱们看病不再为排队而头
疼了！”走到门诊大楼出口处，刘大妈
轻松地说道。

记者在医院大厅看到，这里还和以往
一样人群熙熙攘攘，但挂号、交费和等待
检查结果的窗口前，人却明显少了很多。

据院长郭启勇介绍，随着新医疗卫
生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与发展，他们院
将继续用好网络技术平台，不断推出各
项便民、惠民举措，以满足广大患者对医
疗服务质量的需求，从而进一步缓解“看
病难、看病贵”问题。

快 递

本报讯 记者陈颐报道：卫生部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心日前与
全球领先的生物制药默克雪兰诺中国公司签署了“中国农村卫生
管理干部培训项目”合作协议。根据协议，默克雪兰诺承诺将在
今后 3 年中斥资 300 万元，与卫生部国际交流合作中心合作，在
卫生部农村卫生管理司指导下开展“中国农村卫生管理干部培训
项目”。该项目将结合国家医改政策和新农合制度的实施，培训
全国地市和县级卫生行政管理人员 1200 人，全面提升他们的政
策和业务水平，服务农村卫生工作，为促进农村卫生事业的可持
续发展奠定扎实的人才基础。

据卫生部农村卫生管理司司长杨青介绍，近年来，中国农村
卫生事业发展很快、变化巨大，97%的农民参加并享受了新型农
村合作医疗保障。目前，县级以上医疗机构有 2 万多家，乡镇卫
生院 4 万多所，村卫生室 65 万个，已逐步建立一支农村卫生技
术与管理队伍。不断提高队伍的管理水平，为老百姓提供及时正
确的健康服务指导，正是此次培训项目的意义所在。

中国农村卫生管理干部将获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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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农村学生营养午餐 ①·

编者按：从去年秋季学期开始，国

务院启动实施了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

养改善计划。中央财政每年拨款160

亿元，率先在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

680个县（市）启动国家试点，每位学

生每天可以得到3元的营养餐补贴。

为使这3元钱更好地发挥效能，前不

久教育部等15部门印发了《农村义务

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细则》等

5 个配套文件，从职责分工、供餐模

式、食堂建设、食品安全、资金使用等

多方面为计划的实施提供了强有力的

政策保障。从今天起，本报将在“民生

观察”版推出《关注农村学生营养午

餐》系列报道，全面展示计划实施近一

年来，各地在具体操作过程中积累的

经验、遇到的难题，共同探讨如何使这

一庞大工程更有效运作，让困难地区

学生充分享受这一计划带来的福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