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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市教育局文件 
 

         

 
 
 

泉教计〔2018〕29号 
 

 
 

关于印发《泉州市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
计划专项治理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 

 

各县（市、区）教育局，泉州台商投资区教育文体旅游局： 

经研究制定《泉州市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专

项治理实施方案（试行）》，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各自实

际，认真贯彻实施。 

 

 

 

泉州市教育局 

2018 年 5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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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市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专项治理实施方案（试行） 

 

为进一步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工作，提

高政策实施成效，切实维护群众利益，按照《福建省教育厅

关于开展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专项治理工作的通

知》（闽教财〔2018〕16 号）、《中共泉州市纪委办公室 泉

州市监委办公室关于开展民生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的通

知》（泉纪办〔2018〕16 号）要求，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制

定本方案。 

一、总体目标 

以保障食品安全和资金安全为重点，全面整治农村义务教育

公办寄宿制学校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补助政策和财政资金落实不

到位，应补未补、优亲厚友、盘剥克扣，以及食品卫生安全等突

出问题，确保专项资金监管到位、惠民政策落实到位。 

二、工作原则 

（一）条块结合。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领导小组

成员单位（以下简称领导小组）等相关部门立足各自职能，各负

其责，密切配合，专项治理与常规工作有效衔接，协同推进。 

（二）问题导向。凡是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都要严肃认真对

待，凡是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都要坚决纠正。要曝光反面案例，

强化警示震慑，对专项治理中发现的问题，立行立改，追责问责。 

（三）点面结合。围绕腐败问题易发多发、群众反应强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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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方面和关键环节，开展专项行动，进行集中整治，及时总结

经验，加强制度建设，完善政策措施，巩固治理成果。 

三、治理内容 

（一）政策落实方面 

1.中央和省级相关政策未落实。 

2.本单位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细则未制定。 

3.本单位未按要求成立工作领导小组。 

4.未按要求开展专项检查。 

5.未按要求建立业务工作档案。 

6.未按要求填报相关系统数据。 

7.未建立寄宿生认定标准和评定机制。 

8.政策对象应补未补或补助不到位、优亲厚友、虚报冒领。 

9.公办义务教育学校食堂外包。 

10.食堂工作人员待遇未纳入财政预算保障。 

11. 未按要求开展营养监测工作和建立学生营养数据库。 

（二）食品安全方面 

1.未执行大宗食材及原辅材料招标采购、食材来源及质量不

可控。 

2.食堂食品管理不符合相关规定。 

3.厨房设施设备不完善。 

4.未开展食堂工作人员业务培训。 

5.未开展食育科普工作。 

（三）资金管理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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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财务管理制度不完善，人员分工不明确。 

2.账目管理不规范，财务档案不健全。 

3.财务未按要求主动公开或公开不到位。 

4.配套资金不到位或滞后、克扣盘剥、挤占挪用。 

5.结余结转资金未按要求管理和使用。 

四、实施步骤 

（一）部署任务。按照《福建省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2018—2020）实施方案》要求，调整完成县级领导小组成员及

办公室成员，明确各相关部门职责分工。下发通知文件（或制定

方案），部署治理任务，明确治理目标、方法步骤和具体要求。

5月 31日前完成。 

（二）自查自纠。督促本辖区学校，按照本方案的要求，认

真开展自查自纠工作，各校自查整改报告于 5月 31日前报同级

教育主管部门。 

（三）交叉检查。拟在 6月 4日至 6月 22日期间，由市教

育局牵头，联合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组成检查组，开展跨县交叉检

查，涉及违规违纪问题移交相关部门查处整改。检查结果形成《检

查报告》（主要内容：问题清单、问责建议、违规违纪行为查处

整改情况）和《福建省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突出问题

查处登记表》（附件 2）。 

（四）重点抽查。省教育厅结合全省学生资助巡查，联合领

导小组成员单位组成检查组，对问题突出的县（市、区）和学校

进行重点抽查，形成问题清单和问责建议并予以通报，违规违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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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移交相关部门查处整改。10月 31日前完成。 

（五）建章立制。每年对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情

况进行检查，建立通报制度，健全违规违纪行为的通报曝光和责

任追究制度，实施常态化监管。对专项治理过程中发现的好经验、

好做法，要及时总结，固化为制度。 

五、工作要求 

（一）明确职责分工。各地各部门应切实发挥职能作用，加

强对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工作的指导和协调，定期会商、研究

措施、推进工作，扎实开展专项治理工作，做到发现问题及时通

报并限期整改，发现线索及时移送。 

（二）抓住关键环节。各地各部门应切实抓住食品安全和资

金安全两个关键，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一是针对学生营养餐可

能存在的食品安全风险，调查研究统一采购、集中配送模式，确

保食品安全。二是加强监管，用好资助巡查和专项治理等监督检

查制度，发挥有效监督和震慑作用，确保政策落实和资金安全。 

（三）规范整档等要求。各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要按

照《福建省学生资助档案管理办法（试行）》要求，认真细致归

整业务档案，包括规章制度、资金管理、食品管理、学生营养监

测和体检等业务相关材料。要认真准备迎检材料，按照上述“治

理内容”有序排列和整理。要设置监督举报电话和公众意见箱，

广泛接受社会监督。 

联系人：刘少伟，电话：0595-2277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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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泉州市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突出问题 

查处登记表 

 

 

 

 

 

 

 

 

 

 

 

 

 

 

 

 

 

抄送：福建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市纪委监委，市卫计委，市财政局，市农业局，市食药监局， 

市工商局，市物价局，市食安办 

泉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2018年 5月 21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