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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科 2023 年工作计划 6 篇 

营养科 2023 年工作计划篇 1 

    1、利用每周一的政治学习和业务学习，加强师德教育。加强对

教师爱岗敬业的教育，当好幼儿的镜子，用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

动去潜移默化幼儿，真正做到教师的言行举止成为幼儿学习的良好榜

样，以关怀、尊重的态度与幼儿交往，全身心地投入幼教工作，有效

的将新观念转化为教育行为。  

    2、鼓励教师利用业余时间进修提高学历，给知识充电。建议教

师经常翻阅《早期教育》、《幼儿教育》、《学前教育研究》等幼儿杂志，

加强对园本课程的研究。鼓励教师经常上教育网，不断吸收新信息。  

    3、教研活动的实效性，教研活动要紧紧围绕问题的产生——如

何解决问题——反思教研活动过程等，在内容上要形成专题化、系列

化;在形式上要推动全员参与和全员轮流主讲制。每两周进行一次，

每次有一个主题，展开讨论。争取机会组织教师参观先进幼儿园，扩

大教师的视野，抓住到市各园的听课机会，学习别人的长处，逐步提

高自己的教育教学水平。  

    4、积极参加市幼儿园青年教师评优课评比活动，以及市优秀教

育活动案例评比活动。平时班与班之间进行互相听课评课活动。期初，

教师制定专题研究题目，期间认真观察与探索，期末写一篇有质量的

专题总结，并进行交流。  

    二加强教科研工作，积极构建园本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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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教科研是教育的先导，是提高保教质量的关键，也是幼儿园

持续发展的根本的保证。本学期将扎扎实实抓课题教研，在“研“字上

下功夫，实实在在地研究课堂教学微观领域经常面临的问题。续上学

年确立的——《利用当地乡土资源对幼儿教育的研究》为园本课题的

基础上，进一步分解落实，明确目标和任务，带领教师学习和探索开

展教科研工作的方法与途径。调动教师的积极性，主动地参与课题研

究的过程，制定措施、按方案计划进行有效的测试工作，做好各种资

料收集，保质保量进行课题实施。  

    2、继续进行幼儿园课程改变，积极构建体现园本特色并能促进

幼儿发展的园本课程，要求教师人人参加教改，积极开展课堂教学观

摩研讨活动，定期交流教改经验，解决教师日常教学中存在实际问题。  

    三加强卫生保健工作，要求班班创建平安班级，保证幼儿在园的

安全。  

    1、期初，做好新生幼儿和插班生的体检工作，严防肝炎病的传

入。做好感冒的预防工作，幼儿的毛巾、杯子、碗筷等日用品进行严

格的清洗和消毒，保持园内整洁，室内经常通风，“家长园地”向家长

宣传预防传染病的常识，做好晨间检查和幼儿服药记录。  

    2、组织教员工重温《幼儿教师职责》、《保育员职责》、《幼儿园

安全制度》、《幼儿园教师工作条理》强化教工的工作责任心，严格做

到上岗到位，发现问题及时报告和处理，认真做好早、晚班的护导工

作，巡视幼儿安全，确保幼儿在园和接送的安全。  

    3、严格按照幼教机构卫生保健工作的要求，规范各项卫生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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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健全完善卫生保健制度.迎接市妇幼保健所对我园卫生保健验

收复查。  

    4、督促炊事人员遵章办事，严把食品卫生关。根据上级部门的

要求，继续做好午餐 24 小时留样工作，严防餐饮事故的发生。  

    四树立全心全意为家长服务的意识，切切实实做好家长工作。  

    1、新《纲要》明确指出：“家庭是幼儿园的合作伙伴，应本着尊

重、平等、合作的原则，争取家长的理解、支持与主动参与。”在工

作中教师应以平等的态度唤醒家长的主人翁意识，激发家长主动参与、

积极合作的热情，为幼儿园献计献策，使幼儿园与家庭融为一体。  

    2、开学初，各班精心设计班级墙壁，家长园地版面，做到美观

新颖，突出主题。根据本班幼儿的实际情况，及时召开家长会，十一

月份向家长开放半日活动，展示幼儿在园活动情况。各班设立“家长

信箱”，积极采纳家长的好建议。以电话联系、家访等多种形式继续

开展好家访活动。  

    3、开展好活动区角环境季节性的变换，创设一个使幼儿感到关

怀、接纳、关爱和支持的良好环境，开展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鼓励

幼儿积极参与，培养幼儿参加体育活动的兴趣，密切注意观察幼儿在

活动中的安全，在幼儿一日活动中注意培养幼儿活泼开朗的性格。  

    营养科 2023 年工作计划篇 2  

    青少年营养健康状况关系个人成长发育和全面发展，关系国家未

来和民族兴旺。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是党和政府坚

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具体体现，是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营养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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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计划对于切实改善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状况，提高农村学生健康

水平具有重大意义。自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以来，我

县高度重视，迅速行动，精心组织，规范管理，切实做好学生营养改

善计划工作，现将工作情况总结如下：  

    一、成立组织，制定方案，切实加强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工作领导  

    根据《xx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xx省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

计划试点工作实施方案》（x政[20xx]18号）的通知精神，成立了以常

务副县长为组长、相关局委领导为成员的“xx县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

生营养改善计划工作领导小组”，制定了《xx县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

养改善计划试点工作实施方案》；教体局先后印发了《关于落实学生

营养改善计划的工作意见》（潢教体[20xx]44号）和《关于印发 xx县

学生营养餐管理规范的通知》（潢教体[20xx]61号）。为我县学生营养

改善工作提供了组织保证和工作机制，确保了我县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工作的顺利实施。  

    二、精心组织，严格程序，切实保证优秀的学生营养餐企业中标  

    领导小组多次召开会议，研究决定对学生营养餐工作实施招标。

教体局、政府采购办、纪委三家联合选定具有甲级资质、注册资金二

千多万的招投标代理机构—xx中建公司，并对投标企业提出要求。一

是必须是国家大型企业，大品牌；二是注册资金必须在 2亿元以上且

信誉好。通过招标公告有四家投标企业报名参加，然后在信阳市公共

资源交易平台，由 xx县检察院、纪委、教体局、政府采购办等四家

对招标程序进行严格监督，xx中建公司严格按程序进行招投标，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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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康乐乳业有限公司脱颖而出，成为 xx县学生营养餐中标企业。

按照上级要求，结合我县实际，从省定四种供餐模式中选定两种：一

是课间餐，提供牛奶＋x（火腿肠、面包、饼干）；二是学校食堂供餐。  

    三、规范管理，多措并举，切实保障学生营养餐工作的安全实施  

    （一）硬件建设  

    中学、中心校必须建立学生营养餐储存室，储存室原则上设在一

楼，便于收发。  

    一、标准：供餐人数在 x人以下，为一间面积不少于 x 平方米；

供餐人数在 x人以上，为二至三间，面积不少于 x平方米。  

    二、要求：  

    ① 要达到“五防”要求：安装防盗门、防盗窗进行防盗；安装纱

窗、门帘进行防蚊蝇；房门要安装 50 厘米高的防鼠板、内设防鼠台

（隔墙 30-40 厘米，高 50-60 厘米，坡度 25-30 度）进行防鼠；无防

鼠台的，要有离地离墙 10 厘米以上的平台或货架，要有通风设施进

行防潮；要有专人管理，专人开锁房门，防止人为事件地发生。  

    ② 要干净、卫生、整洁，仓库内不准存放有毒有害物品和非食

品以外的物品，包括分发后产生的废品和垃圾等。  

    ③ 室外要有“营养餐储存室”室牌；室内要有上墙的各种制度、

领导小组、各校（班）营养餐责任人（中心校是每所小学校长和两名

教师、中学是每班班主任和两名学生），张贴整齐。  

    ④ 有条件的单位，可安装空调。  

    （二）软件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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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成立领导小组：校长任组长，所有副校级领导为副组长，其

他班子成员为成员。  

    二、成立营养餐管理办公室：校长任办公室主任，分管副校长为

副主任，班主任和有关人员为成员。  

    三、制定各项制度。  

    四、建立应急机制，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五、做好运作流程各环节记录。入库由学校和供餐企业配送人员

签接收手续；分发由各校或各班三名责任人中的任一名签字领取；学

生请假、生病、不适宜饮用、“问题食品”退换等特殊情况处理记录。  

    六、建立学生实名制台帐。各学校实名制建好后，中学按级段、

班级汇总连同学生名册一并上报；中心校按学校、年级汇总连同学生

名册一并上报（汇总表必须由校长签名、加盖公章），每学年开学初

上报，学期中有学生流动，要写出报告及时调整。严禁虚报冒领学生

营养餐，违者追究校长的责任。  

    七、学校食堂供餐的学校做好专项资金的使用和管理，分账核算、

专款专用，严禁截留、挤占和挪用。  

    八、档案内容：上级文件、领导小组、制度、预案、各项记录、

学生名册、培训和宣传等一切资料。  

    （三）配送存放  

    一、配送人员要配带标志，配送车辆要有“学生营养餐专用车”标

牌；  

    二、中学直接配送到校，小学只配送到中心校，由中心校配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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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小学或由各小学到中心校领取。  

    三、营养餐在存放期间，要按照食品存放要求，分类、分架存放；  

    四、营养餐分发应当遵循先进先出的原则；  

    五、定期检查，变质或过期食品应及时清除。  

    （四）管理责任  

    学生营养餐安全监督管理必须坚持“预防为主、常抓不懈”的工作

方针，按照属地管理和地方政府负总责的要求，教体局、食品药品监

督局等部门认真做好学生营养餐监督管理和安全许可工作。  

    一、实施学生营养餐的乡镇政府对营养餐食品安全负总责；  

    二、实施学生营养餐的学校、营养餐配送企业对营养餐食品安全

负主体责任；  

    三、实施学生营养餐的学校校长、营养餐配送企业负责人为营养

餐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  

    （五）食餐管理  

    一、营养餐专管员要求。各校要选调政治思想好，业务能力强，

工作认真、负责、细心的同志担任营养餐专管员。专管员必须每年进

行一次健康体检；必须参加食品安全法律、法规、规范、标准和食品

安全知识培训；必须做好营养餐的接收、分发、保存、管理和各种有

关档案资料的完善、归类、入档工作。  

    二、严把三道关。专管员在分发时，严把第一道关，按照培训要

求，认真检查营养餐的生产日期、保质期，胀包、破袋，受潮霉变等

等；到班后，班主任严把第二道关，再详细检查；分到学生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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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进行第三次把关，确保无异样后再食用。  

    三、学生生病、过敏、不适者不用；空腹慎用，建议“先吃后喝”。  

    四、食用后的包、袋要收集，不得乱扔、乱抛、乱丢；收集后单

独存放或处理，不得再进入储存室。  

    （六）宣传教育  

    一、各学校要通过各种有效方式和载体，向社会广泛宣传党和政

府的这项惠民政策，宣传普及科学营养知识，营造全社会共同支持、

共同监督、共同推进学生营养餐工作实施的良好氛围，使此项工作家

喻户晓、深入人心。  

    二、学校要利用校园广播、宣传橱窗、黑板报等宣传阵地，开展

营养与健康的宣传教育，将营养知识教育纳入健康教育课中，从正面

引导学生食用营养餐，培养科学的营养观念和饮食习惯。  

    （七）监督监测  

    一、各校要设立举报箱、公布举报电话，主动接受学生、学生家

长和社会的监督；体保站负责日常监督检查和管理工作；局每学期组

织一次由体保站、纪委、督导室、普教股等股室组成联合督导组进行

工作运行情况和清点学生人数的专项督导检查，督导结果用于年终目

标考核。  

    二、营养餐实施后，要跟踪了解学生营养改善状况，建立学生营

养状况和体质健康监测评估制度，为开展营养改善工作绩效评估提供

科学依据。  

    （八）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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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必须制定食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建立应急处理机制，具体

到人员、车辆，并严格执行食物中毒报告制度。一旦发生食物中毒事

故或疑似食物中毒事故，应立即向当地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报告，并

保护现场，封存可疑食品，以便查清原因；立即救治病人，配合卫生

行政部门进行调查，如实提供有关材料和样品，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

把事态控制在最小范围。  

    （九）责任追究  

    对违反本规范，疏于管理，造成学生食物中毒以及造成食物中毒

后，隐瞒、谎报、漏报、缓报的学校和责任人，将追究其责任。在监

督检查过程中提出的整改意见，学校不整改或整改不到位，造成食物

中毒的，追究学校校长和相关责任人的责任。对违反本规范，造成重

大食物中毒事件，情节特别严重的，要依法追究相应责任人的法律责

任。  

    四、克服困难，正视问题，切实促进学生营养餐工作的稳步推进  

    经过一个多月的实际操作，也遇到了一些困难和发现了一些问题。

一是村级小学比较分散，不少村级小学人数较少，配送到校十分困难，

存在经费问题；二是由于运输保存和 3 元钱的成本控制等问题存在，

配餐方案所实施的空间仍相对有限；三是学生数多的学校，教师又比

较紧张，在分发上存在人手不够，加大工作量的困难；尽管问题和困

难较多，但我们要正视问题、克服困难，尽最大努力做好学生营养改

善计划工作，，切实促进学生营养餐工作稳步推进。  

    营养科 2023 年工作计划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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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我校成立了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工作领导小组，

由闫世玉校长任组长，牛安泰副校长任副组长，各班主、食堂管理员

为成员，指定王巨成、张财英两位教师具体负责此项工作。制定了《榆

中七中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责任制度》，层层落实管理责任。成立了由

校长、家长、学生、政教老师为成员的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工作监督小

组，制定了《榆中七中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公示制度》，对学生营养餐

从采购到发放全流程进行监督检查；定期公示营养食谱，食品数量和

价格， 配餐标准、经营账目等信息，并向家长、社会公布了举报电

话，自觉接受家长和社会各界的监督。  

    2、学校严格依照《甘肃省农村义务教育学生食品安全事故应急

预案》，结合我校实际制定了《榆中七中学生食品安全等安全事故应

急预案》，大力宣传，认真学习做好演练工作，让全校师生熟悉食品

安全事故的处理程序办法。  

    3、我校坚决按照《甘肃省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各项

资金管理办法》的要求，制定了《榆中七中学生营养改善工作经费管

理制度》，合理使用营养改善计划专项资金，做到了学生营养改善计

划资金专人管理，专款专用，公开透明。  

    二、规范操作方面  

    1、规范学生营养餐供应程序，制定出了《榆中七中营养餐供应

流程图》；严格按照供应→验收→储存→加工→分发→学生食用→垃圾

回收的程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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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种类、数量，给学生提供保质保量的食品。  

    3、食品采购符合要求。按时签收配送食品，购货凭证齐全。学

校安排专人负责食品验收工作，建立了详实的食品入库，台账，有详

实记录，注明了名称，数量价格，金额等事项。认真细致，规范地填

写《购货凭证》《进货台账》《出库清单》《发放登记表》等，各个流

程运行顺畅，记载细致，有据可查。  

    4、重视食品贮存，分发规范，留样齐全。食品贮存干净卫生，

有专用库房，做到分类，隔墙，离地存放，定期检查，及时处理过期、

变质食品。按照规定让  

    班主任领取食品，组织就餐，回收垃圾，并做好签名登记。有留

样设施，有留样记录，详细记录留样食品名称，数量，时间，留样人

员，审核人员有签名。  

    三、存在的问题  

    1、学校营养改善计划管理工作还需要进一步加强，责任落实不

够。  

    2、宣传工作还需进一步加大。  

    3、由于学校部分校舍拆除，储藏室面积过小。  

    4、由于学校经费紧张，食品运输，从业人员工资无法解决。  

    20xx-12-25  

    营养科 2023 年工作计划篇 4  

    农村义务教育营养改善计划是一项民心工程、阳光工程、德政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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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一项有利于国家长远发展的民族振兴工程。为了很好的落实

此项工程，切实改善农村学生营养状况，提高农村学生健康水平，蔡

川小学高度重视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工作，按照上级部署，结合本

校实际，精心组织，统一安排，认真组织启动“计划”的实施。  

    一、基本情况  

    蔡川小学位于寨科乡东南，是一所村级完全小学。一九九九年被

列为“义教项目工程”改造学校。  

    新淌村是一个纯回族行政村，总人口1463人，下辖11个自然村，

服务半径 2 公里，适龄儿童 138 名，其中女童 61 名，入学率 100℅，

女童入学率 100% 。蔡川小学占地 1369平方米，建筑面积 809平方米，

全校有教学班 4 个，在校学生 20 名，其中女生 9 名，教师 5 名，专

任教师 4 名，特岗教师 1 名，曾获县级优秀教师有 3 名 。学生的学

历合格率 100℅，15 周岁少年完成率 100℅，文盲率 0℅。  

    二、主要做法  

    ??加强领导，落实责任  

    我校在学生营养餐改善计划实施过程中，严格执行上级政策和规

定，强化工作管理，成立了由校长负责的营养餐改善计划工作领导小

组，落实了由总务主任负责的营养餐改善计划实施小组，组建了由家

长、学生、教师和社会人士代表共同组成的营养餐改善计划监督小组。

制定了《蔡川小学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方案》，领导小组负责统筹

安排，加强组织领导。实施小组负责具体落实方案，监督小组监督方

案的落实，并及时提出改进意见或建议。 1㈡建章立制，确保工作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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