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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部委发布《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

中小学、幼儿园相关负责人要与学生共同用餐
新华社北京 3 月 20 日电 记者 20

日从教育部了解到，由教育部、国家市
场监管总局和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共

同制定的 《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
管理规定》将于 4 月 1 日起施行。 这一
规定将适用于实施学历教育的各级各

类学校、幼儿园。
根据这一规定，中小学、幼儿园应

当建立集中用餐陪餐制度， 每餐均应
当有学校相关负责人与学生共同用

餐，做好陪餐记录，及时发现和解决集
中用餐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有条件的
中小学、 幼儿园应当建立家长陪餐制
度，健全相应工作机制，对陪餐家长在
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等方面提出

的意见建议及时进行研究反馈。
管理规定涉及学校食品安全与营

养健康的管理体制、学校职责、食堂及
外购食品管理要求及责任追究等内

容。 规定明确提出，学校食品安全实行
校长、园长负责制。

规定提出，学校应当建立集中用餐
信息公开制度，利用公共信息平台等方
式及时向师生家长公开食品进货来源、
供餐单位等信息，组织师生家长代表参
与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的管理和监督。
有条件的中小学、幼儿园应当每周公布
学生餐带量食谱和营养素供给量。

为加强食堂管理，规定明确，学校自
主经营的食堂应当坚持公益性原则，不以
营利为目的。实施营养改善计划的农村义
务教育学校食堂不得对外承包或者委托

经营。引入社会力量承包或者委托经营学
校食堂的，应当以招投标等方式公开选择
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能承担食品安全
责任、社会信誉良好的餐饮服务单位或者
符合条件的餐饮管理单位。

对于外购食品，管理规定要求，学
校从供餐单位订餐的，应当建立健全校
外供餐管理制度，选择取得食品经营许
可、能承担食品安全责任、社会信誉良
好的供餐单位。

把握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的着力点
邢云文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任

务。在当前世界范围内价值观较量日趋
激烈、国内各种思想观念日益多样的形
势下， 认真研究价值观建设的基本规
律，创新价值观培育的方法途径，准确
把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着力点，具有重要意义。
深化理论研究，以理论的彻底性增强

说服力。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党的
十八大提出的“三个倡导”，从国家、社会、
个人三个层面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

行了凝练，充分体现了我们党高度的理论
自觉。 让人们深刻领会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精神实质，需要深化理论研究，增
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穿透力和

说服力。 纵观历史，任何一个时代和国家
的价值观建设都是以理论的完备性和彻

底性为基础的。 西方启蒙运动以来，自
由、平等、公正等价值观之所以能够深入
人心，离不开卢梭、康德、密尔等思想先
驱的系统阐述。 中国儒家价值观之所以
能够传承 2000多年， 也离不开孔子、孟
子、 董仲舒、 朱熹等历代先贤的深刻阐
述。 今天， 我们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同样需要坚实的理论支撑。 应在古为
今用、洋为中用的基础上，建立具有时代
特色、中国风格的价值观话语体系，用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将“三个倡导”
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时代特征、历史
底蕴阐释清楚、分析透彻，以理论的彻底
性和完备性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逻辑力量。 深化理论研究，还应善于解疑
释惑，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关理论
问题讲清楚。 比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与核心价值体系的关系， 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传承和弘扬中华传

统美德的关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
人类文明共同价值观的关系， 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三个层次之间的关系，等等。
只有将这些问题回答清楚了， 才能消除
人们的模糊认识， 进一步增强人们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觉性。
强化舆论引导， 增强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宣传的传播力和感染力。 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应发挥大众
传媒的作用，用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生
动感人的事例，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讲好讲活。 发挥主流媒体优势，通过开辟
专门栏目、刊播主题公益广告等形式，扩
大公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知晓

率；善于用日常事例、群众喜闻乐见的语
言，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大道理讲
明白，深化人们的认知认同。 各级、各类
媒体应强化社会责任意识， 不能片面追
求点击率、收视率。 充分发挥文艺作品以
文化人、以情感人的作用，引导鼓励文艺
工作者多创作集思想性和艺术性于一体

的精品力作， 使大众传媒和文艺作品成
为弘扬真善美、传播正能量的主渠道。 在
互联网时代，还应善于运用论坛、博客、
微博、微信等现代传播手段和动漫、微电
影、手机视频等新兴文化样式开展宣传教
育，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网络空间
的传播力。 对于网上的各种消极言论、错
误思潮，要据理力争，积极引导，放大正面
声音，传播网络正能量。

以青少年为重点，将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教育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应从青少年抓
起、从学校教育抓起。 发挥课堂主渠道作
用，将“三个倡导”渗透到中小学思想品
德、语文、历史等课程中，使学生在接受知
识训练的过程中受到价值观熏陶。区分层
次，形成大中小学相互衔接、各有侧重、梯
次推进的价值观教育格局。如小学阶段主
要是讲好故事， 培养学生良好行为习惯；
中学阶段应讲清道理，培养学生的价值认
知能力；大学阶段应讲好理论，提高学生
的价值判断能力。深入研究当代青少年思
想特点和成长规律，更加注重环境营造和
实践养成，把价值观教育贯穿到学生课外
活动、学校日常管理、校园文化建设中，让
学生在潜移默化、亲身体验中接受和认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构建长效机制， 将核心价值观建设

体现在各项制度建设中。 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建设只有贯穿、 融入到制度体系
中，才能获得人们的坚定认同；只有强化
制度保障机制，才能扎实推进。 这就要求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在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各项制度建设中， 融入经济建
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
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各个方面， 形成有
利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政策导向、制度安排、体制机制。 应将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彻到法治中国建设

进程中， 推动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的普
遍运用， 在全社会形成尊重宪法法律权
威、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良
好氛围；融入社会治理创新实践中，进一
步更新治理理念，提升治理能力，特别是
大力推进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
和司法公信建设， 用诚信制度强化诚信
观念、惩戒失信行为，让人民群众在制度
阳光下感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温

暖。 强化制度保障机制，推进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制度化、规范化，把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要求融入市民公约、 乡规民
约、企业规范、学生守则中，使之成为人
们学习、工作和生活的根本遵循。 进一步
优化制度环境，建立健全制度保障机制，
降低做好事、行善事的成本，利用制度的
力量扬善惩恶， 向社会传递清晰的价值
导向。

丰富实践形式，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融入人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 实践
是道德养成的最佳途径。应将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贯穿到公民道德建设和精神文

明创建活动中， 引导人们从身边小事做

起、从点滴做起。 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
活、贴近群众，精心设计载体、搭建平台、
创设情境，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道德实
践活动。 特别是推进学雷锋活动常态化、
学习宣传道德模范活动常态化和志愿服

务制度化，把学雷锋活动和社会志愿服务
活动紧密结合起来，在全社会大力弘扬以
奉献、友爱、互助、进步为主要内容的志愿
精神。充分利用各种礼节礼仪形式和民俗
活动，发挥好春节、清明、端午、中秋、重阳
等重要民族节日和民俗活动的载体和平

台作用，推动人们在开展传统民俗活动中
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注重示范引领，形成人人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良好局面。 风成于上，俗
化于下。党员干部的言行直接影响人民群
众、影响社会风气。 党员干部应牢固树立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切实把为民、
务实、清廉作为道德操守，用实际行动彰
显共产党人的人格力量，以坚强党性和优
良党风凝聚党心民心、带动民风改善。 公
众人物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容易产生示范
效应。知名主持人、影视体育明星、知名专
家学者、畅销书作家等公众人物应加强自
律，以嘉言懿行回报社会，努力成为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积极践行者和大力推

广者。做好网络意见领袖、网络作家、签约
作家、 自由撰稿人等特殊知识群体的工
作，最大限度发挥他们传播知识、弘扬正
气的作用。 深入挖掘和宣传百姓中的“最
美人物”“身边好人”，引导人们见贤思齐、
择善而行。 动员农村和城市社区结合实
际，组织基层群众自主开展丰富多彩的精
神文化活动，唱响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在
全社会形成人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生动景象。

樱樱花花烂烂漫漫引引客客来来

昨日，游客在贵州省贵安新区樱花观光园游玩。 近日，随着气温
回升，贵州省贵安新区樱花观光园内樱花竞相盛开，吸引众多市民和
游客前来观赏游玩。 新华社记者 陶 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