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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中午在学校吃饱了吗，吃好了吗？这

是家庭、学校都关心的问题。一直以来，相关
调查显示学生午餐剩饭率高达 50%，如何才

能让孩子们吃好并且减少浪费？上海市杨浦

区二联小学 2017年底在高年级尝试推行自
助式营养午餐受到孩子们的欢迎，配合食育

教育，爱吃、会吃的“光盘侠”越来越多。目前，
区内已有市东中学、育鹰学校、民办阳浦小

学、上体附中等多所学校陆续推行，这种方式
是否能够全面推广？

自助餐菜式多受欢迎
胡萝卜红烩牛肉、糖醋排条二选一，海带

肉丝、杂菜炒河粉、清炒杭白菜、蒸红薯、扬州

炒饭、水饺、白米饭⋯⋯一顿午餐除了白饭有
8个菜式可选，式样、数量可以自己掌控。中午

12时 15分，热腾腾的午餐已经在特制保温台
组成的 4条档口准备就绪，市东中学高中年

级的学生陆续来到食堂二楼，有序排队，依次

取餐。记者了解到，原本吃套餐，市东高中约
有一半学生选择校外就餐。自助餐推行后，已

几乎没有学生再外出就餐了。
小学生吃得更加起劲。二联小学是自助

式营养午餐的先行者，每天这顿“有得挑”的
午餐成为孩子们的欢乐时光。鸡翅当然是最

受欢迎的，点心、香菇肉臊饭也是热门选择，
不少孩子还会再来添点儿。

有的选了，会不会挑食？

记者在多个学校食堂蹲点调查，相比其
他菜式，清炒的绿叶菜确实相对“冷门”。为了

应对“挑食”，餐饮公司在菜式上找对策———

清炒青菜不喜欢，就搭配组合，炒杂菜、杂粮、
点心、炒饭里都“夹”点素，品种多了不怕学生

没有吃到素菜。
不过小学生似乎更懂搭配。二联小学章

笠越老师介绍，学校通过健康广播、闲暇课
堂、班主任午会等多渠道进行食育教育，选宣

传膳食宝塔、用餐礼仪、珍惜食物、食物营养

等内容，《餐前 1分钟营养 ABC》和《餐后 1分
钟崇德 story》两本书籍二联的学生人手一本。

点滴浸润，让孩子们养成良好的习惯。记者在
现场看到，孩子们餐盘里都有荤有素，二联食

堂泔脚桶里也几乎只有骨头等残渣。
高中生似乎有更多自己的坚持，学校就

配备陪餐值勤教师，在档口提醒学生注意搭
配。“自助餐可以自己挑选、控制，其实我也不

爱吃绿叶菜，但考虑营养搭配也会少盛一点。”
高二的李正杨的餐盘里有荤有素，他还特别盛

了一些绿叶菜。“学生对自助餐的推行是很欢
迎的，学校在用餐礼仪、营养搭配等方面也配

合进一步教育。”市东中学副校长李黎说。
而午餐除了有“好吃的”，也是学校食育

教育最好的实践机会。自助餐就得“扶墙”？耐
心等待，少拿多次也是礼仪规范⋯⋯孩子们

在一餐餐午餐中慢慢体会按需取餐、光盘行
动的实施，二联小学的学生还通过桌长制度

实施自主管理，体验劳动、责任。午餐结束，食
堂餐桌干干净净。

家长欢迎但推广遇阻
自助餐推行以来，几所学校互相交流借

鉴，在餐饮公司联动配合下一起进行“洗手吃

饭、排队有序、按需择菜、光盘行动”的食育宣
传，各校食堂泔脚桶平均“两桶变半桶”。“学

生营养午餐讲究营养搭配，对食材、烹饪等过

程都是高要求，但厨师用心做出来的饭菜学
生倒饭率将近一半，我们也很心疼。”中国学

生营养与健康促进会常务理事、上海惠龙食
品公司董事长夏乐勤说，“所以我们尝试自助

餐的形式，学校配合食育教育，浪费倒饭的问
题是能破解的。”

但是，这种方式能否全面推行？二联小学

推行自助餐后，高年级吃得开心，食育教育的
效果也很明显，但要全校推行却难以实施，

“学校、家长都希望让更多学生能够吃自助
餐。但场地是最大的限制，我们的食堂空间局

促，没办法容纳所有学生自助用餐。”校长刘
荣明遗憾地说。市东中学下一步计划为初中

部提供自助餐，学校与餐饮公司正协商错峰
就餐方案。但据记者了解，目前推广尝试自助

餐的学校都有一定的食堂空间，而正逢人口
入学高峰，许多中小学办学空间紧张，有的甚

至食堂变教室。
另一方面，自助餐对餐饮公司的成本控

制、人员管理等都带来更大压力，愿意实施的
企业并不多。“杨浦区的学生午餐餐标为，小

学生 11元/餐，初中生 12元/餐，高中生 13元/

餐。可这一标准已经制定 6年，物价上涨给我

们带来不小的压力。”夏乐勤透露，目前二联
小学、市东中学依旧按照这一标准实施，民办

阳浦小学餐标略高，育鹰中学和上体附中因
推行后受到学生欢迎，考虑物价上涨，经过家

委会同意稍作提高。“实际上餐标提高了，食
堂的工作压力更大。企业在商言商，有社会责

任感的企业也是不少的，但行业风险大、食品
安全要求高、受不确定性因素影响多、人工成

本高⋯⋯林林总总的原因之下，进一步推广

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本报记者 易蓉

本市中小学生午餐剩饭率高达 50%，如何引导他们成为“光盘侠”？

叫好的自助式午餐推广却遇阻
    本报讯（记
者 马丹）昨天傍
晚，冷冷的冰雨

开始落下，申城
陷入湿冷的“魔

法攻击”。今天气温继续低迷，全天

气温在 9?~11℃间，在降水和大风
的配合下，体感比昨天更阴冷几

分。据上海中心气象台预报，这场
秋雨有可能是 11月来最像模像样

的一场雨，将一直持续到 28日。本
周后半周，申城气温依旧是起起伏

伏的“颠簸”模式，明天最高气温仍
然只有 12℃，但到了周六最高气

温会回升至 17℃。随后，受新一轮
冷空气“压制”，周日起最高气温将

再度回落到 11℃~12℃，冬天离申
城越来越近了。

近期，我国多地气温创今年下
半年来新低，不少人打趣说：北方

的干冷是物理攻击，南方的湿冷是
魔法攻击。当干冷和湿冷“打擂”，

谁会拿下“体感温度”的“冷擂主”？
天气预报里面的气温仅代表空气

的温度，并不代表人体对周围环境
的冷暖感知。除了气温之外，体感温度还要

考虑其他诸多因素，其中，风力和相对湿度
就是其中两个重要的因素。根据中央气象

台的体感温度公式，当气温在 5℃时，相对
湿度达 70%，体感温度为 2.6℃；如果相对

湿度达到 90%，体感温度将仅有 1.2℃，而
在干燥的北方，当刮起 7级大风时，体感温

度为 2.5℃，叠加 9 级大风时才会达到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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