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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实施国家级贫困区县农村学前教育

儿童营养改善计划的通知

 渝府办发〔2017〕173 号

各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市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进一步推进教育精准扶

贫，切实增强儿童体质、促进儿童健康成长，经市政府同意，现

就实施国家级贫困区县（自治县，以下简称区县）农村学前教育

儿童营养改善计划（以下简称农村学前教育儿童营养改善计划）

通知如下：

一、工作目标

按照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因地制宜的原则，参照农村义务

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在保持儿童家庭承担的基本生活费用不

减少的基础上，向国家级贫困区县农村学前教育儿童提供营养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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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补助，提高幼儿园供餐质量，改善儿童营养状况，达到提升儿

童健康水平的目的。

二、实施范围及对象

实施范围为：万州区、黔江区、开州区、武隆区、城口县、

丰都县、云阳县、奉节县、巫山县、巫溪县、石柱县、秀山县、

酉阳县、彭水县 14 个区县。实施对象为：在除区县城区以外（同

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覆盖范围一致）的农村公办幼儿

园（含附设幼儿园、班）和取得办园许可的农村民办普惠性幼儿

园就读的儿童。

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其他区县，可因地制

宜，自主开展试点。

三、实施时间

从 2018 年 1 月起，启动实施农村学前教育儿童营养改善计

划。

四、补助标准

每生每天 4 元，全年按照 200 天计算，即每生每年补助 800

元。

五、资金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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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学前教育儿童营养改善计划所需膳食补助资金，由市和

区县财政按一定比例合理分担。市级财政在安排学前教育项目经

费时，向实施国家级贫困区县农村学前教育营养改善计划的区县

倾斜，支持改善办园条件。区县政府负责食堂运行、从业人员和

膳食分担资金。

六、供餐方式及要求

有自办食堂，具备供餐条件的幼儿园，应向儿童供应完整午

餐；具备供餐条件的小学附设幼儿园（班）可依托小学供应完整

午餐。尚无食堂的边远乡村幼儿园，可就近依托具备供餐条件的

中小学校食堂供餐；不具备供餐条件且离中小学校较远的幼儿

园，在确保食品安全的前提下，可采取提供牛奶、鸡蛋和水果等

方式供餐，不允许家庭托餐。

农村学前教育儿童营养改善计划应确保儿童平等用餐，膳食

补助资金应全额用于采购儿童食材，提高供餐质量，改善儿童营

养，不得直接发放现金给儿童或家长。

七、工作保障

（一）加强组织领导。农村学前教育儿童营养改善计划工作

由市政府统筹，区县政府组织实施。区县要制定实施方案，统筹

做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和农村学前教育儿童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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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计划组织工作，努力实现营养改善计划实施的专业化、精细

化、规范化、科学化。

（二）加强部门协同。区县政府是农村学前教育儿童营养改

善计划工作的实施主体和责任主体。市政府有关部门要协调配

合，通力合作，共同推进农村学前教育儿童营养改善计划实施工

作。教育部门要加强同有关部门的沟通协调，负责方案制定、工

作指导和督促检查，负责幼儿园的日常食品安全管理，配合相关

部门进行食品安全检查；发展改革部门负责把农村学前教育儿童

营养改善计划工作纳入全市民生实事重点推进；财政部门负责资

金投入，加强资金监管，确保经费使用效益；卫生计生部门负责

对儿童营养健康水平的监测评估和营养配餐指导；食品药品监管

部门负责加强对食品安全的监管；其他部门要结合自身职能，各

司其职、各负其责。

（三）强化资金管理。建立学前教育在园幼儿学籍管理系统，

对受益儿童实行实名制管理。严格专项资金管理，定期进行资金

检查、审计，实行专账核算，专款专用，严禁截留、挤占和挪用。

加强日常监督检查，督促幼儿园每月公示受益儿童名单，每周公

开公示供餐儿童人数、供餐食谱、补助资金使用等情况。按月上

报供餐儿童人数和补助资金使用情况，确保资金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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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确保食品安全。严格食品安全管理，按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要求，建立健全儿童食品安全保

障机制和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强化幼儿园、教育部门、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的责任，加强食品安全管理，确保采购、贮存、

加工、分餐、消毒等各环节的食品安全。

重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7 年 11 月 23 日

（此件公开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