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晓春，1967年8月出生，1985年10月入伍，1991
年4月退役，句容市茅山风景区茅山村党委书记。

沈晓春自1998年担任茅山村党委书记以来，坚
持部队优良作风，学习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
策，坚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带领
全村群众发展经济、奔向小康。

在他的带领下，茅山村加强基础设施和配套设
施建设，村容村貌大幅提升；每年向村民发放福利
金、奖励金、补助金等累计10项，居民生活质量和幸
福感持续提升；积极挖掘村里红色文化资源，收集
全村烈士事迹编印成册，建成烈士事迹宣传长廊弘

扬烈士精神，设立烈士后代扶持帮困基金，在全村营造了浓厚的“崇尚英
雄、捍卫英雄”氛围。2021年，茅山村被中组部、财政部列为推动乡村组织振
兴、建设红色美丽乡村试点示范村，是镇江市唯一一家。

“江苏最美退役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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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反对预制菜进校园的理由，主要
集中于两方面：

一是质疑预制菜的安全和质量。不
少家长担忧，预制菜中添加剂过多或加工
过程中卫生条件不良，将给学生健康带来
风险隐患。

一名三甲医院的营养科主任认为，一
些预制菜食材质量一般、高油高盐，部分
脱水蔬菜营养流失，增加了肥胖的可能，
不利于孩子身体健康。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研究员张春晖认为，理想状态下，预制菜
在原料把控上可能更好；伴随技术升级，

企业大都会采用速冻锁鲜、天然抑菌抗氧
化、冷链配送等新技术。在这种条件下，
很多预制菜实际可以做到添加剂减量添
加，尤其是采用热链配送和“双厨房”模式
配餐的学生餐，不需添加防腐剂。

张春晖说，实际操作中，难免会有一
些商家使用劣质食材、生产不规范、卫生
不达标、包装材料及冷链运输不过关，导
致食品不安全、菜品变质。

二是质疑知情权和选择权难以得到
保障。“涉及孩子长期健康的食品，是否使
用预制菜，学校必须公开透明，让大家可
以选择、可以监督。”家长胡女士表示。

教育部、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卫生
健康委发布的 《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
康管理规定》 强调，学校在食品采购、
食堂管理、供餐单位选择等重大事项
上，应以适当方式听取家长委员会或者
学生代表大会、教职工代表大会意见，
保障师生家长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
权、监督权。

江西赣州一些家长反映，当地启用
中央厨房配餐模式前，学校并未征求家长
意见，这意味着配餐方并未向家长充分告
知其菜品生产方式，至于配餐是否为预制
菜，家长们无从知晓。

8月23日，江苏省委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省双
拥工作领导小组、省委宣传部、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省军区政
治工作局在南京举行江苏省纪念延安双拥运动 80 周年暨

“最美退役军人”“最美拥军人物”“最美军嫂”发布活动，向社
会公开发布了第三届“江苏最美退役军人”、第二届“江苏最

美拥军人物”和首届“江苏最美军嫂”先进事迹。我市沈晓春、
蒋永健、贺设平、张康伟、许诺、袁荣琴6人上榜。

现将6人事迹简要发布如下。希望全市广大退役军人
向“最美退役军人”学习，继续用忠诚果敢诠释军人本
色，在推进改革发展、助力乡村振兴、投身公益慈善、弘

扬时代新风等各条战线上建功立业；希望全市广大人民群
众向“最美拥军人物”和“最美军嫂”学习，传承我市双
拥优良传统、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为巩固和发展我
市军政军民团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镇江新实践和如期实
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作出贡献。

崇尚“最美”学习“最美”争当“最美”
编
者
按

蒋永健，1974年11月出生，丹阳市运河中心小学党支
部书记、校长。

蒋永健参加工作的1994年，运河中心小学正好与91079
部队结成共建单位，成立少年军校。从一名普通教师、学校
中层、副校长成长为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虽然职务不断
在变，但是蒋永健的“双拥”“军校”情结从未断过。

自担任校长以来，学校成立以蒋永健为组长的双拥工作
领导小组，在德育处增挂双拥办公室牌子，制定《运小少年军校
共建方案》《运小双拥工作方案》等工作制度，推动双拥工作开
展。“八一”，他带领“少年军校小兵”拿出画笔，绘出心愿，带上
礼物，为驻地部队送上祝福；“十一”，他派出专业教师带上多才

多艺的“小兵”，协助驻地部队做好排练，在专业教师的指导下，共建部队通讯连多次获得所
在部队合唱一等奖。他结合“少年军校”特色，在学校加强国防教育，聘请部队官兵为校外辅
导员，常态化组织学生走进军营接受教育，将红色种子扎根在学生心中。只要部队有需要，
他都带领全体运小师生全力以赴，先后投入10万余元购买慰问物资，构建了和谐的军民情。
在他的带领下，学校获评第二批“江苏省双拥示范基地”和“丹阳市首批双拥示范基地”。

“江苏最美拥军人物”
贺设平，1968年11月出生，1986年11月入伍，

2004年9月退役，现为镇江市公安局润州分局鹤林
派出所一级警长。

贺设平部队服役18年，其中戍边13年，始终无
怨无悔。从警以来，他始终保持军人本色，坚守为民
服务一线。他多次挽救轻生者，不顾安危冲进火场
救人，先后救助10余名群众脱离生命危险。

2017年，为抓捕偷盗电动车嫌疑人，贺设平与
手握匕首的穷凶极恶歹徒作殊死搏斗，肺部被刺穿
后仍浴血追凶50米，被捅成了“血气胸”，差点没抢
救过来。他用心关爱青少年成长，在孔家巷小学成

立“贺设平好人工作室”，护航孩子健康成长。从警以来，他累计抓获犯罪嫌
疑人100余人，破获案件300多起，调解纠纷近千起，救助群众82人，收到锦旗
和鲜花46次。

“江苏最美退役军人”提名奖

张康伟，1963年6月出生，现任扬中市长江拥军服务社
社长。

2017年5月，张康伟创立了镇江首个政府部门注册的
社会拥军组织——扬中市长江拥军服务社。6年来，拥军
社月月有活动、年年有创新，开展各类拥军活动近300场
次，吸纳志愿者76名。

他关爱退役老兵，组织开展致敬老兵行活动，分批次
慰问抗战老兵、抗美援朝老兵、边境自卫还击作战烈属和
参战老兵，并倾听老兵故事，把那段峥嵘岁月用文字、音
频、视频记录下来。他关心入伍新兵，每年新兵入伍时都
组织召开应征新兵座谈慰问，送上慰问品和爱心联系卡
片，新兵家庭有困难可以电话联系拥军社。他情系驻扬官

兵，每年带领志愿者把扬中地方美食送进军营，让驻扬官兵品尝“扬中21味”。每年春
节、端午、“八一”、中秋等重要节日都组织志愿者走进军营与官兵共度佳节。

他注重双拥文化宣传，每年在长江拥军金星广场举办“璀璨金星拥军文化节”。
组织志愿者开展“红色文化进社区”宣讲等，注重红色文化的传承和弘扬。

“江苏最美拥军人物”提名奖
许诺，1992年6月生，现任镇江市烈士陵园管理

处宣传科副科长。
2017年，许诺追随现役军人丈夫来到镇江，从

家乡一名电视台播音员成为镇江市烈士陵园讲解
员。作为一名军嫂，她无怨无悔地扛起家庭重担。无
论是双方父母生病，还是抚养孩子，她都是一人扛
起重担，让丈夫在部队安心服役。结婚6年来，在许
诺的支持下，丈夫在部队表现优异，多次参加重大
演习任务，获得“优秀基层干部”嘉奖。

作为一名烈士褒扬教育工作者，从在纪念馆现场讲
解，到为党员干部开展实境教学，再到参加“北固红枫烈

士事迹宣讲团”走出去为社会各界群众义务宣讲，她始终以“褒扬先烈 教育后人”
为宗旨，兢兢业业完成本职工作，并多次参加国家级、省级大型展览讲解及比赛，先
后获得“江苏省金牌讲解员”“江苏省红色旅游五好讲解员”“江苏省十佳革命文物讲
述人”等荣誉。2022年，她入选文化和旅游部“全国红色旅游五好讲解员培养项目”。

“江苏最美军嫂”提名奖
袁荣琴，1975年10月出生，现任镇江市城市干

道工程建设办公室科员。
1999年，袁荣琴与现役军人丈夫结婚。她深知

军人职业的特殊性，始终以一名军嫂的荣光激励着
自己。结婚24年来，为了支持国防事业，为了让丈夫
能够在部队安心工作，她选择了艰难与寂寞，一个
人照顾双方父母、抚养自家孩子，并兢兢业业、尽心
尽责地干好自己的工作。即使工作和生活中遇到再
大的挫折，她都独自默默承受，用柔弱的双肩撑起
了家庭的一片天，履行着对丈夫“家里有我，你放
心”的承诺。在她的理解、支持和激励下，其丈夫全

身心投入练兵备战工作，累计荣立个人三等功5次、省级以上表彰奖励6次。
这些军功章里有她的一半。2008年12月，她的家庭被江苏省军区评为“十佳
和谐家庭”。 （景泊 汪宏桥）

“江苏最美军嫂”提名奖

进入更多消费场景前
不妨先“预制”规矩

——“预制菜进校园”争议的背后

一名采购商走过冰冻预制菜食材冷冻柜。 据新华网（资料图片）

开学伊始，“预制菜进校园”引发公众关注。一些家长对预制菜的质量和安全表示担忧。
预制菜具备方便快捷等优势，正悄然渗透越来越多消费场景；但与此同时，校园餐食的安全营养不容忽视。

如何缓解一些家长的焦虑？食品行业工业化背景下，如何更好保障我们的饮食健康？记者进行了调查。

网传江西赣州蓉江新区、深圳等
地部分学校食堂采用预制菜，但当地
相关部门和学校大都予以否认。

江西赣州蓉江新区社会事务管
理局表示，学生餐食由中央厨房统
一配送。配餐企业负责人称，每日采
购新鲜菜品，从未采购预制菜。

记者联系深圳市宝安区、龙岗
区多所学校，校方均否认采用预制
菜。“我们教育集团的学校都是自营
食堂，每天采用新鲜食材，菜品都是
现炒的。”一位不愿具名的学校教务
处主任告诉记者。

那么，预制菜究竟是否已大规
模进入校园？中央厨房配餐是不是
预制菜？

多位受访人士表示，目前进入
校园的主要是热链盒饭或供学校厨
房烹制的净菜和半成品菜肴，大都

未使用加热即食的料理包。有业内
人士认为，如果采用中央厨房配餐，
以“半成品”模式进入校园食堂，也
属于使用预制菜的范围。

在广州某中学开放日，学校邀
请家委代表参观食堂，并发送现场
照片到家长群。有家长告诉记者，有
现场切、炒蔬菜的照片，但一些鸡
腿、卤肉、扣肉等，并未看到现场切、
煮的照片。有学生告诉记者，他吃了
两年食堂，有些肉类菜味道永远一
样，感觉是机器标准化做出来的。

山东济南一名小学校长表示，
不少公办中小学校未配建食堂，学
生午餐只能通过配餐公司解决。学
校明确要求配餐公司不得使用预制
菜，如肉丸不能从市场上买半成品
再加工，只能用新鲜肉现做。

据海口市琼山区教育局基础教

育办主任张泰期介绍，目前琼山区
义务教育学校主要通过校内食堂、
配餐企业供应两种方式提供午餐，
有13所学校开办食堂，15所学校依
靠企业配餐。采用配餐方式的供应
企业，是经学校、琼山区人大代表、
家长代表等实地考察并沟通商议后
最终选择的。

记者采访海口市多家公立学
校，校方普遍表示学校营养餐未使
用预制菜。记者从龙华区一所公立
小学获悉，学校通过招投标选择配
餐企业，但中央厨房制作、配送的饭
菜也不尽如人意。

尽管多地学校否认采用预制
菜，家长们仍顾虑重重。在“如何看
待预制菜进校园现象”的话题投票
中，有超过80%的网民选择“不赞
成”，仅有不到10%的网民认同。

业内人士表示，预制菜是食品工业化
的产物，也是个新鲜事物，其安全程度并
不一定比小作坊制作的食品低。张春晖
说，预制菜的优势之一是实现快速供餐，

“比如一个学校几千人，如果完全自己采
购食材、制作餐食，得需要多少厨师？”

不少家长的共识是，在孩子饭菜方
面，效率和成本不应作为第一考量。相较
社会上的普通餐饮，校园餐食更应注重安
全、营养、卫生。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表示，
进入校园的餐食应符合相应安全和营养
标准，建立严格的进入制度。其次，必须
充分满足家长的知情权和选择权，由家委
会参与餐食的选择、订购，形成合力监督。

“现阶段预制菜进校园仍需谨慎。”中
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雷望红认为，统
一配送模式下，学校对食谱的调整空间较
小。配送公司出于盈利考虑，会尽可能压
缩成本，选价格便宜的蔬菜，或通过大规
模采购单一品种蔬菜来压价。在情况允
许下，应给予学校更充分的食材购买权和
餐食供应权，为学生提供多样化饮食选
择，教育监管部门加强食材抽检和财务
管理。

专家建议，预制菜在进入更多消费场
景之前，不妨先预制规矩。

记者梳理发现，多个行业协会已发布
数十项预制菜方面的团体标准，多地也发
布有地方标准，但预制菜尚无全国统一的

强制性标准。
四川省预制川菜研究院（中心）院长

王卫说，目前业内正在制定并推进出台预
制菜术语、预制肉制品生产卫生规范以及
清洁标签肉制品通则等标准。学生餐等
预制食品，应严格控制食品添加剂的使
用，坚持“非必要不添加”原则。

山东一家预制菜生产企业的负责人
表示，学校食堂不应采用即食、即热类预
制菜，对于非正规厂家或中央厨房生产的
非正规渠道产品也应坚决防范。希望进
一步明确预制菜的定义及范围，对原材
料、加工工艺、储存、冷链运输等细化规
范，引导行业沿着标准化轨道发展。

据新华社电

预制菜是否已大规模进入校园？

该如何看待“预制菜进校园”？

决策应更审慎，加强预制菜标准化和安全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