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幼儿园食堂食品自查自纠报告(实
用5篇)

在经济发展迅速的今天，报告不再是罕见的东西，报告中提
到的所有信息应该是准确无误的。那么，报告到底怎么写才
合适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报告范文，希望对大家有
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幼儿园食堂食品自查自纠报告篇一

为了进一步加强我校食堂食品卫生安全工作，确保全体师生
餐饮食品安全，根据《xx县学校食堂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方
案》的文件精神，将我校食堂实际情况汇报如下：

(一)学校食品安全组织机构健全，校长任组长，为第一责任
人，有兼职管理人员，有规章制度。

领导组组长：郝xx

副组长：张x生、张x文、李x兴

成员：张x文(政)、李x兵、李x文、苗x胜、陈x波

(二)有餐饮服务许可证。

(三)制定有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四)食堂功能分区基本合理，不会导致交叉污染。

(五)严格执行索票、索证、台帐登记制度。米、面、油由榆
社县庄禾粮食购销有限公司配送，其他一般在信誉好的经营
户定点购买。



(六)食堂环境卫生整洁。

(七)从业人员有健康合格证，建有体检、培训档案。

(八)拥有消毒柜等专用设备，从业人员有多年从业经验。

(九)能够按加工程序要求操作。

(十)一般不使用添加剂，食品留样保存在冰柜，有登记记录。

(十一)食堂场所没有存放有毒有害物质。

由于灶房是19xx年建校初新建，当时规划布局不一定符合现
在要求。最主要的是学校无餐厅，刮风下雨等恶劣天气给学
生就餐带来很大困难。通过认真学习文件精神，我们找出了
问题和不足，同时积极进行整改完善。

幼儿园食堂食品自查自纠报告篇二

  高度重视食品药品卫生安全管理 我镇始终高度重视食品
药品卫生安全管理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保障我镇居民身体
健康，维护我镇稳定的重要工作来认真对待，于 20xx年 4
月 29 日由我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邓强同志组织召开 20xx
年**镇食品药品安全工作会议：

  1、在会上传达了**市关于 20xx年食品安全卫生会议精
神；

  5、安排我镇司法所、派出所针对有关食品添加剂方面的
知识进行宣传；

幼儿园食堂食品自查自纠报告篇三

  缺点:



  1.含有原料的塑料袋应使用食品级卫生袋；

  2.消毒工艺不够科学，导致餐具无法彻底消毒；

  3.样品容器不合格，冰柜温度过低，数量不足；

  4.生熟食品容器区别不明显；

  5.食品货架不足；

  针对以上不足，下学期前要进行彻底整改，确保师生安
全。

幼儿园食堂食品自查自纠报告篇四

  [xx]193号)及市教育局 [xx]85号的文件要求，县教育局
制发了《关于开展学校食堂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
对全县学校开展食堂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工作进行了具体的安
排部署。

  其次，全县各中小学校、幼儿园在今年8月至11月底，认
真开展了食堂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按照食堂食品安全专
项整治的要求，重点从学校食堂食品安全管理、餐饮服务许
可证、环境卫生、从业人员身体健康、索证索票、清洗消毒、
加工管理、食品添加剂等八个方面进行了全面排查。各学校
在专项整治工作中，把集中整治与日常监管、食堂自律与强
化监管、全面推进与重点突破有机结合起来。全县42个所学
校的学生食堂都上报了《学校食堂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自查
表》，自查发现隐患22处，在今秋开学前后进行了全面整改。

  生监督大队再次组成联合检查组，对全县所有学生食堂
进行了专项检查。对大部分学校食堂的管理和食品安全专项
整治开展情况比较满意，对个别存在安全隐患的学生食堂出
具了限期整改通过书。



  第四，各学校在食堂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工作中，建立和
完善了学校突发食品安全事故应急机制，依据食品安全法律
法规要求，制定完善食物中毒应急处臵预案，积极开展宣传
教育和应急处臵预案培训，畅通社会投诉渠道，形成学生、
家长及社会各界关心支持学校食堂食品安全的良好氛围，提
高防控食物中毒事故的能力和水平。

幼儿园食堂食品自查自纠报告篇五

学校本着对学生、对家长、对社会高度负责的态度，严格按
照上级工作要求， 对学校食堂食品安全进行了一次详细的检
查，现将食堂食品安全自查工作汇报如下：

一、成立领导机构，强化责任意识

为了加强对学生集体用餐、食品卫生的安全，确保师生身体
健康，进一步加强管理意识、提高管理水平、明确管理责任。
学校成立了食品卫生安全领导小组：周校长为组长，张校长
为副组长，成员为各班生活委员。领导小组分定期和不定期
相结合的方式对学校食堂食品卫生安全进行检查，发现问题
及时整改。

组长：

副组长：

成员：各班生活委员

二、自查情况

在学校食堂用餐的：现有学生400余人左右。学校本着勤俭节
约，让利学生的原则，做好食堂销售管理工作，把食品安全
做为学校工作的重中之重，制定并完善了食堂管理的各项规
章制度。



(一)、卫生制度：

a、食品卫生：

1、应采购新鲜、卫生、无污染的菜肉米面等食品，不得采购
和销售腐败、变质、过期食品以及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

2、食品的防蝇、防鼠、防尘、防腐设施应正常使用。

3、生熟食品分开存放，切生、熟食品的刀具及砧板分开使用。

4、加工前，菜必须洗净，食物要煮熟，保证饭菜卫生、安全。

5、盛放食品的餐具洗净，定期消毒，销售熟食品必须使用食
品夹，不得随意用手取食。

b、个人卫生：

1、食堂工作人员要严格按照上级的要求进行体检，符合要求
者才能上岗。

2、要讲究个人卫生，工作时穿戴好清洁工作衣帽，勤洗手，
勤剪指甲，勤洗澡和理发，勤洗、勤换工作衣帽。

c、环境卫生：

1、餐厅、厨房等室内外环境按包干范围必须每天打扫，保持
清洁卫生，每周要大扫除，做到室内六面光，地面干净，墙
壁、门窗、天花板无污痕、无涂画、无灰尘、无蜘蛛网，室
外无污物，水沟通畅，无臭味，无卫生死角。

2、锅灶、水池、炊具、台板、砧板、食品橱、冰柜等必须经
常清洗，保持清洁。



3、食堂周围水槽、水沟、剩饭菜池(桶)要经常清洗、清扫。

4、餐具和盛放熟食品的容器要洗净、消毒。

5、食品及原料的贮存应符合卫生、安全、整洁的要求。

6、发现采购、销售病、死、变质肉类(包括母猪肉)米面等食
品，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的，食堂负责人负主要责任。

7、采购的食品应符合食品卫生标准，大宗食品必须提供该食
品的有效证照及发票。

8、食堂负责人应加强市场行情的调查了解，尽量多想办法，
采购价廉物美的物品，尽量降低成本，减少支出。每餐尽可
能多的，制作多个品种，力求每个学生都能吃到可口的饭菜。

9、对剩饭剩菜，严格按要求进行处理。

(二)、就餐制度

1、严格按学校规定的就餐时间准时开饭，无特殊情况不得提
前或推迟开饭时间。

2、要礼貌待人，不得使用粗暴语言。

3、开饭时及时检查饭菜数量，及时补充，确保足额供应。

(三)、食品验收制度

1、凡采购入食堂的食物，必须经验收后方可使用。要验质量，
主要看食物的品质是否完好，有无污染变质，是否有齐全的
生产厂家、商标、生产日期等标志，是否过保质期，有无产
品合格证等;验数量。能称重量的，必须过称，以件计的，是
否符合数量标准。



2、验收合格后，由验收人员在购货发票上签名，不合格的，
及时向采购人员反馈，采购员必须与供货商联系退货，严禁
不合格食物进入食堂。

3、未经验收的食物严禁进入食堂，在验收过程中，验收人员
必须严格认真.

4、食堂工作人员要根据季节变化和当地实际，努力提高操作
水平，力求做到菜肴多样化，配餐科学化。严格按照相关规
定制定价格，食堂不得擅自提价。

(四)、安全管理制度：

1、提高安全作业观念，认真做好防火、防盗、防毒工作，门
窗无人时要上锁。食堂晚上实行值班制。

2、食堂操作场所和贮存室禁止非工作人员进入，不准在厨房
卖小食及点心。学校教职工及学生未经工作人员允许，不得
进入食堂，更不准进入操作间、原料间。

3、发现从业人员有可疑传染病者应立即向学校汇报采取相关
措施。

4、上班时要全面检查水、电、煤气、炉具、消毒柜、冰箱等
是否正常，发现问题及时处理，以防发生安全事故。下班要
关好水、电闸、油气总阀门及门、窗等，做好防范工作。

5、必须严格遵守安全贯例和相关操作规范进行，严防工伤事
故。不准随意移动电器设备;不准随意改变电器功能;不准乱
搭、乱拉电线、电源。使用电动电器设备前使用者一定要先
学习设备使用说明书，掌握使用方法后再进行 操作。如不按
以上规定操作，造成事故后果自负，设备受损个人赔偿。

8、食堂内不准会客，更不准陌生人及非工作人员随意进出。



9、积极做好预防和控制食物中毒，一旦发生情况,立即向学
校分管领导及校长汇报，并保护好现场，封存可疑食品，以
便查清事故原因，追究责任。

10、每餐都及时留有样品。严禁销售剩饭剩菜。

11、餐厅卫生由专人及时清扫，全天保持整洁。

(五)、违犯学校规章制度的情况，食堂负责人要配合总务处
及学校查清责任归属，对直接责任人，严格按照学校规章制
度处理。出现重大安全事故，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六)、严格执行学校的管理制度。

三、存在的问题

1、我们在检查过程中也发现存在的部分问题。例如：部分蔬
菜清洗方式不符营养卫生的要求;出售食品时，工作人员卫生
防护措施不到位;个别工作人员对教职工及学生的疑问解释不
到位，容易造成误解。

2、学生多是周边农村来的，年龄较小，遵守学校规章制度，
保持餐厅环境卫生方面，意识相对较差。

3、由于市场的原因，蔬菜、肉类等食品，难以满足每个人的
口味。

四、克服不足，再上台阶

对照检查标准，我们在自查中发现，尽管我们付出了相当的
努力，在工作中还存在一些不足，今后，学校将以这次检查
为契机，进一步加大监管工作的力度，不断改善，使学校食
堂食品安全工作，乃至学校整体工作再上新的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