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开展学校食堂与学生集体用餐督查工作的紧急通知

卫发电 (2002) 26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教育厅 (教委)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局、教委 :

为进一步做好学校食堂和学生集体用餐卫生监督管理工作 ,近来 ,卫生部、教育部先后印发了《卫生部

关于切实加强中秋、国庆期间食品卫生安全监督管理工作的紧急通知》(卫发电 [ 2002 ]20 号) 、《教育部关于

进一步加强学校食品卫生安全管理工作的紧急通知》(教电 (2002) 303 号) 、《学校食堂和学生集体用餐卫生管

理规定》(教育部、卫生部第 14 号令) 、《卫生部教育部关于加强学校食物中毒预防与控制工作的紧急通知》

(卫发电[2002 ]23 号)等文件。为检查各地落实上述文件的情况 ,经研究 ,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对学校食

堂和学生集体用餐管理的督查工作。现将有关要求紧急通知如下 :

一、督查工作安排

各地卫生、教育部门接到本通知后 ,应立即研究部署联合督查工作 ,开展一次从省、市到县 (区) 自上而

下的督促检查活动 ,具体督查工作由省级卫生、教育部门协调安排。

各地应于今年 11 月 1 日前完成督查工作。卫生部和教育部将组成联合检查组 ,在各地督查工作期间对

部分省份的工作情况进行现场检查。

二、督查重点内容

(一)各地和政府有关部门落实加强学校食堂和学生集体用餐卫生管理的各项工作部署和部门协调配

合情况。

(二)当地学校食品卫生管理存在的隐患和管理薄弱环节 ,建立健全督促检查制度 ,落实工作责任和建

立责任追究的有关情况。

(三)学校食堂、学生集体用餐、学生奶和豆奶行动计划的硬件设施投入、自身卫生管理情况、人员卫生

知识培训、规章制度建设和食品加工操作卫生管理情况 ,以及防范投毒事件的各项工作、食物中毒事件的应

急处理和报告制度等。

(四)各部门在学校食堂和学生集体用餐管理工作中的职责分工和责任制度建设、协调配合情况 ,建立

经常化、制度化的长效管理机制情况。

三、具体要求

(一)提高认识 ,突出工作重点。学校食品卫生安全管理工作是关系到学校师生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

一件大事 ,关系到社会政治稳定 ,各地卫生、教育行政部门一定要进一步提高对学校食堂和学生集体用餐卫

生监督管理工作紧迫性、重要性和艰巨性的认识 ,要从实践江总书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 ,从维护广

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 ,充分认识督查工作的重要性 ,积极查找存在的问题 ,认真分析 ,并结合当地具

体情况 ,举一反三 ,采取切实有效的监督管理措施。切实把督查工作抓实抓好。

(二)深入检查 ,讲求检查实效。各地在联合督查工作中 ,要深入实际工作第一线 ,把主要精力放在学校

食堂和学生集体用餐的现场检查中 ,重点检查学校食堂、集体供餐单位和学校卫生管理情况。对于查出的

隐患和问题 ,要限期进行整改。

(三)健全管理制度 ,落实监管责任。各地在督促检查中要将贯彻落实《学校食堂与学生集体用餐卫生

管理规定》有机结合 ,要按照规定要求进一步健全监督管理制度 ,明确管理职责 ,将责任分解落实到具体的

单位、机构和人员 ,并落实责任追究制度。对工作措施有力 ,狠抓落实并取得明显成效的 ,要进行表彰奖励 ;

对工作不落实、措施不力 ,学校食堂和学生集体用餐存在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的 ,要通报批评 ,限期改正 ;

逾期不改者 ,要会同有关部门追究管理责任。对失职、渎职 ,造成重大事故的机构和个人要依法依纪追究管

理责任和领导责任。

(四)加强协调配合 ,形成合力。各地相关部门要在当地政府的统一领导下 ,进一步明确职责和分工 ,密

切配合 ,组成联合督查小组对重点地区和重点学校进行督促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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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督促检查工作中的有关情况 ,要及时向当地政府领导报告 ,重大问题应及时请示。请各地于 11 月

10 日前将督查总结情况分别函报卫生部法监司和教育部体卫艺司。

卫生部 　　教育部

二 ○○二年十月十七日

卫生部文件
卫法监发[2002 ]178 号

卫生部关于 2002 年第二季度
重大食物中毒情况的通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局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

2002 年第二季度 ,我部共收到重大食物中毒事件报告 29 起 ,中毒 1287 人 ,死亡 25 人。现将中毒情况通

报如下 :

一、食物中毒情况

　　(一)食物中毒报告统计

时间 报告起数 中毒人数 死亡人数

4 月 9 585 10

5 月 13 421 10

6 月 7 281 5

合计 29 1287 25

　　其中 ,鼠药中毒情况

时间 报告起数 中毒人数 死亡人数

4 月 2 5 5

5 月 1 4 1

6 月 2 135 2

合计 5 144 8

　　(二)食物中毒分类情况

　　11 按致病原因分类

中毒原因 起数 中毒人数 死亡人数

细菌性食物中毒 6 578 0

化学性食物中毒 12 273 14

有毒动植物食物中毒 7 95 7

不明原因 4 341 4

合 　　计 29 1287 25

　　21 按就餐场所分类

就餐场所 起数 中毒人数 死亡人数

集体食堂 10 868 2

家 　　庭 15 192 20

饮食服务单位 1 158 0

其 　　他 3 69 3

合 　　计 29 1287 25

　　本季度细菌性食物中毒人数最多 ,化学性食物中毒发生起数、死亡人数最多。

从食物中毒发生地可以看出 ,集体食堂中毒人数最多 ,占总中毒人数的 67. 44 % ,其中学生食堂 9 起 ,763

人中毒 ;家庭食物中毒致死人数最多 ,占总死亡人数的 80. 00 %。

二、原因分析

(一)操作不当是集体食堂发生细菌性食物中毒的主要原因

进入第二季度后 ,气温逐渐升高 ,正是细菌性食物中毒的高发季节。集体食堂就餐人数较多 ,特别是学

校食堂 ,一旦发生食物中毒 ,涉及面广 ,中毒人数多 ,影响较大。主要原因是操作过程不按卫生要求所致。

(二)农药污染或误食是化学性食物中毒的主要原因

化学性食物中毒死亡率高 ,占食物中毒死亡总数的 56 % ,主要原因仍以有机磷农药污染或剧毒急性鼠

药造成的中毒为主。其中 ,有机磷农药中毒 3 起 ,71 人中毒 ,2 人死亡 ;鼠药中毒 5 起 ,144 人中毒 ,8 人死亡 ,

主要以误食或投毒为主 ;亚硝酸盐中毒 3 起 ,11 人中毒 ,4 人死亡 ;瘦肉精中毒 1 起 ,47 人中毒 ,未造成死亡。

(三)有毒动植物造成的食物中毒死亡率高

毒蕈、河豚鱼及有毒贝类中毒是导致有毒动植物食物中毒的主要原因 ,且病死率高。

三、措施

(一)加强食品卫生监督 ,预防细菌性食物中毒发生。各地卫生行政部门要在认真分析食物中毒和食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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