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厦门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厦 门 市 教 育 局
厦 门 市 市 场 监 管 局

文件

厦卫监督 〔２０２３〕 ２８６ 号

厦门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厦门市教育局

厦门市市场监管局 　 关于印发 ２０２３年厦门市

营养健康食堂 （餐厅） 建设方案的通知

各区卫健局、 教育局、 市场监管局， 市疾控中心：

为贯彻落实 《健康厦门行动》 （厦府 〔２０１９〕 ４０５ 号）、 《厦

门市居民营养计划实施方案 （２０１７－２０３０ 年） 》 （厦府办 〔２０１８〕

７３ 号）、 《营养健康食堂建设指南》 （国卫办食品函 〔２０２０〕 ９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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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３ 年厦门市营养健康食堂 （餐厅） 建设方案

为贯彻落实 《健康厦门行动》、 《厦门市居民营养计划实施

方案 （２０１７－２０３０ 年） 》、 《营养健康食堂建设指南》、 《营养健

康餐厅建设指南》 和 《２０２３ 年全市治理 “餐桌污染” 建设 “食

品放心工程” 工作方案》， 推进我市营养健康食堂 （餐厅） 建设

相关工作， 提高居民营养健康水平和身体素质， 结合我市实际，

制定本方案。

一 、 工作目标

通过开展营养健康食堂 （餐厅） 建设， 引导餐饮业增强营

养健康意识， 提升营养健康服务水平。 鼓励餐饮服务经营者实现

以 “三减”、 合理膳食、 杜绝浪费为目标的营养转型升级。 实施

餐饮食品营养标识， 推广营养均衡配餐食谱和健康科学烹饪模

式。 针对不同人群营养不良、 超重、 肥胖情况开展营养指导和干

预， 逐步改变就餐者传统餐饮理念和饮食习惯， 增强居民营养健

康意识。 到 ２０２３ 年底， 全市按照标准建设不少于 ３０ 家营养健康

食堂 （餐厅）。

二 、 建设要求

各区原则上选取持有 《食品经营许可证》、 近 ３ 年未发生食

品安全事故、 近 ２ 年未受过食品安全行政处罚的食堂及餐厅不少

于 ５ 家， 开展营养健康食堂 （餐厅） 的建设活动。 选取办法由各

区卫健部门商教育部门和市场监管部门确定。 选取情况汇总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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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健委备案。

三、 建设内容

根据 《厦门市居民营养计划实施方案 （２０１７－２０３０ 年） 》 及

《健康厦门行动》 的合理膳食行动工作要求， 按照 《营养健康食

堂建设指南》 和 《营养健康餐厅建设指南》 的基本要求、 组织

管理、 人员培训和考核、 营造环境和营养健康教育、 配餐和烹任

要求、 供餐服务要求等进行建设。

四、 重点任务

（一） 完善组织管理。 营养健康食堂 （餐厅） 应当设立营养

健康管理委员会 （工作组）， 并提供人员、 资金等支持。 围绕合

理膳食和减盐、 减油、 减糖 （ “三减” ） 制定工作计划及实施方

案， 明确营养健康食堂 （餐厅） 工作的基本要求、 组织管理、

人员培训和考核、 营养健康教育、 配餐和烹饪、 供餐服务等具体

事宜。 建立健全原材料采购制度、 营养健康管理制度， 盐油糖采

购和台账制度。

（二） 开展人员培训。 营养健康食堂 （餐厅） 建设需配备有

资质的专 （兼） 的营养指导人员。 营养指导人员应具备公共营

养师、 注册营养师或营养指导员证书， 定期参加国家认可部门开

展的均衡营养、 合理搭配、 “三减” 等业务培训。 营养指导人员

负责指导营养健康食堂 （餐厅） 的菜品采购、 配料和加工、 菜

品营养标识， 制定菜单和菜品制作标准， 开展营养教育， 指导服

务人员帮助顾客合理选餐。 定期组织管理、 从业人员进行营养健

康知识和技能培训， 食堂 （餐厅） 负责人和营养指导人员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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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应当接受不少于 ２０ （１６） 学时培训， 重点接受食品安全及营

养知识、 食物采购、 储藏、 烹任以及 “三减” 等方面的培训，

厨师应接受低盐、 少油、 低糖菜肴制作技能培训。

（三） 设置营养标识。 营养健康食堂 （餐厅） 按照 《餐饮食

品营养标识指南》 对菜品进行营养标示， 重点标注菜品中能量、

脂肪、 盐的含量， 并对菜品营养特点和适宜人群进行提示， 餐桌

摆放 “三减” 小桌牌。 坚持食物多样、 营养均衡的膳食模式，

创新改良菜品， 增加低盐、 低脂、 低糖菜品比例， 探索推出适合

老年人、 儿童、 肥胖者、 高血压、 糖尿病等特殊人群的健康营养

菜品。 营养与健康学校食堂结合不同年龄段学生身体发育需要，

遵循 “营养科学、 荤素搭配、 均衡膳食” 的原则， 根据菜品中

营养含量， 设计每日的带量食谱， 供学生在就餐时科学合理选择

菜品的种类和数量。 建立健康教育制度， 开展主题健康教育活

动。 单位食堂应在显著位置公布菜品目录， 鼓励公布带量食谱。

减少高糖、 高盐、 高脂食品的供应， 有供应的应进行健康提示。

单位应以食堂为主体组织、 举办膳食营养相关活动， 开展营养健

康主题讲座。

（四） 营养健康教育。 营养健康食堂 （餐厅） 要利用播放视

频、 设置知识展牌等形式， 全方位、 多角度宣传科学营养健康知

识， 营造营养健康氛围。 制作各种营养健康知识手册、 折页宣传

有关膳食营养和营养相关慢性病防治等内容。 在餐厅显要位置摆

放中国居民平衡膳食宝塔， 提供可以自由取阅的小册子、 折页、

单页等宣传材料。 充分利用菜单、 餐具包装、 订餐卡等进行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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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知识、 文明用餐、 节约粮食宣传。 开展体质监测， 摆放身

高、 体重测量工具、 体质指数 （ＢＭＩ） 测试盘、 电子血压计等自

评自测设备和工具， 展示营养状况评价标准， 供大众进行自我健

康营养自测、 自评。 鼓励营养健康食堂 （餐厅） 使用智能化评

价系统， 根据评价结果， 指导大众科学配餐、 用餐。

五、 实施步骤

（一） 动员遴选阶段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初至 ７ 月 ３０ 日）

各区根据本区实际， 制定本区建设方案。 按照 《餐饮食品营

养标识指南》 等 ３ 项指南和 《营养与健康学校建设指南》 要求

对本辖区内的餐饮服务业、 单位 （企业） 职工食堂、 学校食堂

等摸底调查， 确定一批餐饮单位进行建设。 各区要广泛宣传报道

营养健康食堂 （餐厅） 建设活动， 引导大众树立营养均衡和健

康科学饮食理念。

（二） 全面建设阶段 （２０２３ 年 ８ 月 １ 日至 ９ 月 ３０ 日）

各区要结合方案要求， 围绕 《餐饮食品营养标识指南》 等 ３

项指南和 《营养与健康学校建设指南》 内容， 全面开展营养食

堂 （餐厅） 建设活动， 完善营养健康食堂 （餐厅） 制度建设、

积极聘请营养专家开展人员培训、 科学合理设计营养标识、 营造

营养健康宣传氛围。 市疾控中心和相关行业学会、 协会做好技术

指导。

（三） 评价总结阶段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 １ 日至 １１ 月 １５ 日）

由各区卫生健康、 教育、 市场监管部门组织开展本区的营养

健康食堂 （餐厅） 建设活动现场评价 （附件 １、 ２）， 重点评价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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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管理、 环境建设、 供餐服务、 人员管理等内容。 评分在 ９０ 分

以上的报市级卫生健康、 教育和市场监管部门予以通过并公示。

公示无异议的， 共同向社会公布。 营养健康食堂 （餐厅） 实行

动态管理， 不定期进行抽查。 抽查达不到要求的， 取消 “营养健

康食堂 （餐厅） ” 称号。 各区于 １１ 月中旬完成建设工作， 并将

总结报市卫健委、 教育局和市场监管局。

六、 任务分工

卫生健康部门负责全面组织协调营养健康食堂 （餐厅） 建

设工作， 牵头制定实施方案， 组织专家开展日常工作指导和评估

验收。 教育部门负责动员本系统和主管的单位参与营养健康食堂

（餐厅） 建设工作， 组织相关单位营养工作人员参加营养指导员

培训， 配合卫生健康部门开展工作督导和评估验收。 市场监管部

门鼓励、 支持餐饮服务提供者参与营养健康食堂 （餐厅） 建设，

提供食品安全日常监管信息。

七、 工作要求

（一） 协同配合， 统筹推进。 各区卫生健康、 教育和市场监

管部门要深刻认识营养健康食堂 （餐厅） 建设工作的重要意义，

强化组织领导和协同配合， 尽快制定本区营养健康餐厅建设工作

实施方案， 细化工作措施， 明确时间节点、 责任分工， 统筹推进

营养健康食堂 （餐厅） 工作。

（二） 规范建设， 鼓励创新。 各区在推进营养健康食堂 （餐

厅） 建设工作中， 要紧密结合当地实际， 推荐原有基础较好、 积

极性较高的食堂 （餐厅）， 创新营养健康工作路径， 探索可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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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措施办法， 打造一批各具特色的典型经验和先进做法。 充分发

挥新媒体作用， 通过微信公众号、 网站、 抖音等各类媒体平台，

制作各种营养健康科普短片、 微视频， 积极推广营养均衡配餐食

谱和健康科学烹任模式， 引导公众树立科学健康饮食理念。

（三） 及时总结， 持续开展。 各区要认真总结本区建设营养

健康食堂 （餐厅） 活动的工作成效， 通过开展系统的评价和效

果分析， 及时把建设中好的做法、 有效经验和成果进行总结和推

广。 营养健康食堂 （餐厅） 建设是一项长期的、 系统的工作，

各区要有序长期推进营养健康食堂 （餐厅） 建设， 保持工作的

常态化、 持续性。

市卫健委联系人： 陈　 怡； 电话： ２０５７３５８

市教育局联系人： 陈明辉； 电话： ２１３５５５７

市市场监管局联系人： 宋天佑 ； 电话： ２２１５２３９

附件： １． 厦门市营养健康食堂评分表

２． 厦门市营养健康餐厅评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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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 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市食安办。

厦门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 ２７ 日印发

—４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