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
甘政办发 〔２０２５〕４２号

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甘肃省

健康餐饮行动计划(２０２５—２０２７年)的通知

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甘肃矿区办事处,兰州新区管委会,省

政府各部门,中央在甘各单位:

«甘肃省健康餐饮行动计划 (２０２５—２０２７年)»已经省政府

领导同志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５年５月２０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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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健康餐饮行动计划(２０２５—２０２７年)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重要论述,加强餐饮

业从农田到餐桌全链条营养健康管理,预防或减少因饮食不当引

起的慢性疾病发生发展,在全省实施健康餐饮行动,力争到

２０２７年全省营养导向型农业得到发展、餐饮营养健康管理水平

得到提升,学校、托育机构、养老机构营养健康餐厅 (食堂)广

泛普及,节约粮食、反对餐饮浪费成为社会共识,合理膳食、吃

动平衡成为居民自觉行动,居民超重、肥胖增长速度放缓,不断

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营养与健康需求,结合实际,制定本行

动计划.

一、强化源头治理,确保优质农产品供给

(一)引领发展营养导向型农业.坚持多元供给、营养导向、

绿色低碳原则,加快制修订优势特色产业、产地环境、良种繁

育、农业机械、生产加工等农业标准,提高食品与营养协同供给

能力.加快推动特色品种选育,将营养品质作为育种指标,大力

研发营养导向种植、养殖调控新技术,提升食用农产品营养素供

给水平.(省农业农村厅、省市场监管局按职责分工负责,各市

州政府、兰州新区管委会落实.以下任务均需各市州政府、兰州

新区管委会落实,不再一一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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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持续开展重点品种药残治理.加强农产品种植、养殖

源头治理,实施农药科学用药增效和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行动,

健全完善畜禽产品检验检疫制度.紧盯重点品种,治理禁限用药

物违规使用和常规药物残留问题,严格落实农兽药定点经营、实

名购买、购销台账和用药安全间隔期制度.集成推广绿色防控技

术,全面推行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和追溯管理制度.完善食用农

产品生产经营主体名录,严把食用农产品产地准出与市场准入

关,提升全过程管控水平,确保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省农业

农村厅、省市场监管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不断扩大优质农产品生产.完善营养导向型农业生产

体系,加强优质粮食生产加工,扩大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推动

特征品质保持、提升、调控技术集成和标准化应用,有效保障优

质农产品供应.(省农业农村厅负责)

二、强化过程管理,提高加工环节营养健康水平

(四)提高餐饮服务业监管.严把食品原料进货查验准入.

推广餐饮外卖封签制度,鼓励餐饮环节食品添加剂减量使用、非

必要不添加.加强农餐对接,探索 “种养殖基地＋中央厨房＋餐

饮门店”模式.(省市场监管局、省农业农村厅按职责分工负责)

(五)加大营养健康餐供给.按照政府主导、企业自愿的原

则,鼓励有关行业协会依法依规引导建设一批营养健康餐厅 (食

堂).鼓励营养健康餐厅 (食堂)配备营养指导员、应用电子营

养师,推广减盐减油减糖等营养健康烹饪方式、营养配餐技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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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菜品进行营养标识.鼓励餐饮行业开发营养健康菜系菜品.

(省卫生健康委、省教育厅、省民政厅按职责分工负责)

(六)加强校园餐营养管理.持续推动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

养改善计划实施,大力推行学校食堂集中供餐模式,不断提高学

校食堂供餐比例.建设营养与健康学校,将食品营养与健康知识

纳入健康教育教学内容.加强学生营养状况监测评估和针对性营

养健康知识培训指导,提升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人员和食堂从

业人员营养健康管理、营养配餐能力.因地制宜制定并实施满足

不同年龄段在校学生营养需求的带量食谱.加强学校食堂和校园

供餐单位进货查验,指导有条件的学校实行大宗食材公开招标、

集中定点采购制度和评价退出机制.(省教育厅、省卫生健康委、

省市场监管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七)强化预制菜制作管理.研究制定以预制菜分类、包装、

冷链仓储、物流运输为主要内容的预制菜标准.严格落实预制菜

加工企业主体责任,强化食品加工制作过程标准化控制和从业人

员培训,规范预制菜加工制作行为.加强预制菜食品安全风险监

测预警和部门间信息共享.(省卫生健康委、省市场监管局按职

责分工负责)

(八)加强网络外卖餐饮管理.督促网络订餐平台和餐饮企

业落实食品安全责任和外卖食品营养健康管理要求.探索推行营

养均衡套餐推荐、菜单健康评分和健康食谱推荐等点餐附加服

务,引导消费者合理选择外卖食品和外卖企业,提升网络外卖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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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营养健康水平.(省卫生健康委、省市场监管局按职责分工负

责)

(九)开展药膳推广应用和临床营养服务.开展食药物质健

康声称试点,促进传统药膳推广应用,提高营养健康膳食多源化

供给和食养服务能力.加强医疗机构临床营养科建设,完善临床

营养服务规范,研究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研发生产和临床供应

使用机制、流程.鼓励开发严重烧伤、创伤、感染等应急状态下

及恶性肿瘤、糖尿病等慢性病治疗过程中的营养支持与代谢调理

膳食配方,逐步建立统一的临床营养标准.(省卫生健康委、省

中医药管理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强化教育培训,提升从业人员营养素养

(十)加强多层次专业人才培养.鼓励专业学协会开展营养

师、营养指导员培训.优化专业学科结构,鼓励有条件的高等院

校、职业教育学校开设食品营养、营养与健康等专业或课程,不

断提高食品营养健康人才培养质量,引导相关专业学生提升创新

创业能力.(省教育厅、省人社厅、省卫生健康委按职责分工负

责)

(十一)加强从业人员营养健康技能培训.利用公益性课程

等多种形式,组织餐饮企业负责人、营养指导人员和餐饮加工人

员等进行食品安全、营养健康、平衡膳食和传染病防控知识技能

培训.将营养指导员培训课程纳入餐饮从业人员职业技能培训内

容,提高从业人员中营养指导员人数和餐厅 (食堂)营养指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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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备率.(省市场监管局、省人社厅按职责分工负责)

四、强化科普引导,提升居民合理膳食水平

(十二)开展居民食物消费状况监测.建立全省人群营养膳

食监测分析数据库,开展食品消费量调查和不同人群膳食营养成

分监测及重点食品 (膳食)、重点营养成分监测,为多部门开展

合理膳食行动提供数据支撑.(省卫生健康委负责)

(十三)加大合理膳食健康教育.深入推进 «中国居民膳食

指南 (２０２２)»和 «成人肥胖防控食养指南 (２０２４年版)»落

实,广泛开展营养健康与食品安全科普宣传活动,形成全社会合

理膳食观念和习惯.积极开展粮食节约行动和反餐饮浪费行动,

倡导绿色健康餐饮消费.引导家庭科学烹饪,推广盐、油、糖适

量化食用理念和定量化器具,鼓励应用智慧储藏、智能烹饪、厨

余便捷处理等家用厨具,将人均每日食用油摄入量减少到３０克

以下,食盐摄入量不超过５克,添加糖摄入量控制在２５克以内.

(省委宣传部、省卫生健康委、省教育厅、省科技厅、省商务厅、

省市场监管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四)开展吃动平衡行动.大力倡导饮食有节、起居有常、

“三减三健”、吃动平衡健康生活方式.开展 “食育”教育,树立

“大食物观”,坚持食物多样、谷类为主、平衡膳食模式.开展健

康体重管理行动和全民健身活动,对超重、肥胖人群进行饮食和

运动干预,提升全民身体健康水平.(省卫生健康委、省体育局

按职责分工负责)

—６—



各地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推进健康餐饮工作,深刻认识健

康餐饮对于保障公众健康、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加

强组织领导,强化责任落实,密切协同配合,推动健康餐饮工作

常态化、规范化开展.要全方位、多层次开展宣传活动,普及推

广健康饮食知识,加强科学引导和典型报道,动员全社会积极参

与,推动科学饮食和均衡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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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省委办公厅,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政协办公厅,省委宣

传部.

　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５年５月２０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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