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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概况 

1.1 免费午餐发起背景 

免费午餐 2011 年 2 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一项关于中国贫

困地区学生营养状况的调查报告揭示，中西部贫困地区儿童营养摄入严重不足，受调查

的学生中 12％发育迟缓，72%上课期间有饥饿感；学校男女寄宿生体重分别比全国农村

学生平均水平低 10 公斤和 7 公斤，身高低 11 厘米和 9 厘米。 

报告指出，中国儿童贫困将导致其未来人力资本巨大损失，形成贫困代际传递。政

府应把儿童营养干预作为基本职责，并由执政党和国家作出政治承诺。 

2011 年 4 月，由邓飞等数百位志愿者、国内数十家主流媒体，联合中国社会福利基

金会发起的免费午餐基金公募计划，倡议每天捐赠 3 元为贫困学童提供免费午餐。 

 

1.2 免费午餐项目目标 

我们的使命 帮助儿童免于饥饿，健康成长。 

我们的愿景 通过若干年的努力，使免费午餐成为基本福利。 

我们的战略 探索安全、透明、高效、可复制的免费午餐实现途径，为政府、企业、

公益机构、个人捐赠者提供专业服务，以战略公益推动公共政策。 

为确保善款善用，志愿者协助学校开通了微博，每日公开收支信息，稽核团队暗访

突查。同时请当地政府、媒体、NGO、家长、无所不在的网友、神出鬼没的旅友一起参

与一线监管。 

详见： 

免费午餐微博 http://weibo.com/freelunch  

免费午餐网站 www.mianfeiwucan.org 

免费午餐淘宝公益店 www.mianfeiwucan.tmall.com 

 

1.3 调查内容 

2013 年 12 月，调查人员志愿者云柯接受免费午餐稽核组的委托，从湖南省长沙市

出发前往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荣山镇山背小学进行突查，主要调查内容为项目进入的必

要性、一次性投入的合理性、申请资料的真实性等情况，以及项目相关的原则性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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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等注意事项的交流。 

1.4 学校探访路线说明 

调查人员 12 月 8 日上午 9：00 从长沙市家出发，乘 301 路、130 路公交车（票价 4

元）至长沙汽车东站 11：00 乘发往江西省修水县的大巴（票价 78 元+5 元代售费）。12

月 18 日上午 7：00 从抚州乘小巴前往荣山镇（车费：10 元），由于修路汽车从别处绕行，

8：10 到达荣山镇。 

山背小学在大小雷村，地处偏僻没有班车，只有摩托车跑出租。由于当地下了好几

天的雨天气异常寒冷，跑出租的司机出门比较晚，等了一个小时。于 9：10 从镇上前往

山背小学（车费：60 元），司机说路途遥远，天气寒冷，还要翻山越岭路况不好走，不

讲价钱。在寒风凛冽中于 10：30 左右到达山背小学开始进行调查，13：40 调查结束，

由李校长自驾摩托车捎至荣山镇。 

16：10 乘小巴到抚州汽车站（车费：10 元），17：20 到达抚州汽车站后计划乘至南

昌的大巴，等到 18：00 即将发车时车上只有五个人。这些大巴全是私人的，嫌人太少

不走了，无奈选择火车去南昌市，抚州火车站在市区边上距汽车站较远，租摩托车至火

车站（车费：20 元），20：10 乘高铁于 21：00 到达南昌市（票价：29.5 元），宿南昌大

光明饭店住宿部（住宿费 80 元/天）。12 月 19 日 11：00 从南昌市乘火车至长沙市（票

价：62.5 元），18：00 到达长沙火车站后乘公交车 118 路、301 路返家（车票：4 元）。 

 

图 1  路况 

表 1：调查工作安排表 

序号 调查日期 学校 状态 交通工具 

1 2013 年 12 月 18 日 山背小学 申请中 小巴和摩托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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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调查评估目的及依据 

2.1 调查评估目的 

（1）调查正在拨款中的小学的资金使用情况，加强对免费午餐的监管力度，督促

小学管理层提高食品质量安全意识，提高捐赠人对免费午餐计划的信任度。 

（2）及时发现免费午餐计划中存在的贪腐行为及食品质量安全问题，消除隐患。 

（3）为免费午餐计划实施下一步拨款提供必要的依据。 

 

2.2 调查评估依据 

本次调查主要依据现行国家法律法规、并本着以人为本，关注民生，扶危济困，共

享和谐的原则。 

 

3 主要调查设备 

数码照相机一台，笔记本电脑一台。 

 

4 学校现状及评价 

4.1 山背小学的概况 

抚州位于赣东，地处华东地区，素有江右古郡、才子之乡、文化之邦等美誉。辖 1

区 10 县和 1 经济开发区，东邻福建省建宁县、泰宁县、光泽县、邵武市，南接赣州市

的石城县、宁都县，西近京九铁路与吉安和宜春市相接，北毗南昌市和鹰潭市。南北长

约 222 公里，东西宽约 169 公里，总面积 18817 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 11.27%。

人口 400 万。同时还有“赣抚粮仓”之称，是国家区域性商品粮生产基地。 

人杰地灵的抚州，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随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南丰、宜

黄、广昌、乐安、资溪、黎川等县也成为红色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临川、东乡、金溪、

崇仁成为敌我双方争夺的“拉锯”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毅等中央领导

人都曾多次在这里领导和指挥武装革命斗争，建立苏维埃新生政权。在这血与火的斗争

中，涌现了李井泉、舒同等一批临川英雄豪杰，诞生了赵醒侬、傅烈、周建屏等许许多

多革命先烈，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为临川文化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壮烈诗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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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抚州市貌与王安石故里 

荣山镇地处江西抚州市临川区南部，距抚州市区 36 公里，临川梦港河发源地，镇

域范围 152 平方公里，有耕地面积 4 万亩，山地面积 14 万亩，其中树林面积 13 万亩，

辖荣山居委会、付家村、新安村、何岭村、娄浒村、新街村、荣山村、天泉村、旨荣村、

排上村、新村、光荣村、上陈村、棠下村、莲源村、娄家村、南坑村、大雷村、小雷村

18 个行政村，1 个居委会，99 个自然村，总人口 2.31 万人，其中农业人口 2.13 万人，

是农业大镇、资源大镇。 

 
图 3  灯芯草加工组图 

山背小学始建于 1962 年，初址在现校址对面的一幢木房子，只有四、五年级，是

大雷村与小雷村两个村委会合办的学校。大雷村由 5 个自然村组成，小雷村由 6 个自然

村组成，当时每个自然村都有教学点，为一至三年级共配 1 名老师。1974 年把所有教学

点全部合并为山背小学，校址即为现址。设小学部一至五年级、初中部为初一、初二两

个年级。1997 年盖建现教学楼，后来初中部并入荣山镇中心校。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

外出务工人员增多，大部分孩子随父母进城读书，村里多为留守儿童。部分家庭大点的

孩子上了初中，家长跟着陪读，把小点的孩子一同带到乡镇上中心小学就读，诸多原因

造成该校学生大量流失。校长在校执教 30 年，学生越来越少感觉很不是滋味，学校教

学质量非常好，师资雄厚，校长计划明年开设一至六年级，让学校完善起来。校方希望

更多的爱心人士关注学校，改善环境，把在外的孩子吸引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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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校学生全为走读生，距校最远约 4 公里，全为山路，大部分是步行上学。天气好

时结伴而行，天气差时由家长接送，天气突变时由老师护送回家。 

该校现共有学生 18 名，老师 9 名（1 人为退休后返聘）（外地支教的 4 人，全为年

轻老师），厨师 1 名，学校校长：李福高，教导主任：黄玲，财务主任：徐志敏。  

 

 
图 4  学校组图 

 
图 5  学校宽广的操场与如今的破败，记忆着曾经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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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学校的荣耀 

 

图 7  学生当日上课情况 

 

图 8  住校老师简朴的宿舍 

4.2 山背小学的就餐人数 

本次调查的时间为 2013 年 12 月 18 日，经突击检查，山背小学各班级学生人数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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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山背小学人数统计表 

全校 学前班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合计 

应到 5 3 4 6 18 

实到 4 3 4 5 16 

请假 1 0 0 1 2 

调查人员由李校长提供了全校教师人数 9 名（返聘代课老师 1 人），1 人生病请长假，

2 人去中心小学参加活动，1 人外出办事。 

当日学校就餐情况：学生 16 人+老师 5 人+厨师 1 人+志愿者 1 人=23 人，（志愿者

缴餐费 5 元）。 

经过调查该校目前就餐人数，校长提供老师是 9 名，但申请表申报老师是 8 名，校

长回应最近学校刚调来 1 名新老师，现实人数与该校申请资料有点出入。 

 

图 9  就餐人数的申请截图 

5 分项问题调查 

5.1 学生用餐现状 

本次调查的时间为 2013 年 12 月 18 日，调查人员 10：30 到学校门口，校门半开着，

各年级学生正在教室上课。 

经该校老师的同意，调查人员进校到厨房了解了孩子们的午餐现状，情况如下： 

（1）该校学生全部在校就餐，学校负责煮米饭（米由家长半个月送一次，每次 5

斤，学校免费加工煮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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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该校学生自带菜，装于盛放八宝粥的空桶或玻璃罐头瓶，大多为素菜和腌菜； 

（3）没有带菜的学生老师们会把自己的菜分给学生一点。  

 

 

图 10  学生主动排队去厨房打饭尔后回到教室就餐 

 

 
图 11  学生的午餐组图 

5.2 老师用餐现状 

本次调查的时间为 2013 年 12 月 18 日，在厨房内看到老师的部分午餐菜品，李校

长介绍 9 名老师，外地支教老师有 2 人（全为年轻女孩），李校长与 3 位老师是本地人，

另外 3 名老师都是抚州市人。午餐老师全部在学校用餐，离家近的早、晚两餐回家吃，

并且会从家做点好吃的菜带到学校让长期在校的老师一同享用。老师的用餐标准为 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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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顿，13 元/天。 

 

 
图 12 老师的用餐食材 

     
图 13 上午没吃完的菜中午加工一下再吃          图 14  当日老师午餐菜品 

 
图 15  当日老师就餐情况 

5.3 学生及教师厨房的现状 

本次调查的时间为 2013 年 12 月 18 日，调查人员现场所见，该校学生在教室用餐，

老师在小餐厅用餐。李校长介绍学校开餐后厨房旁边有三间大屋，以后就作为学生餐厅。 

调查人员在刚进校时，拍了学校整体构建图片，正好大门右侧就是厨房。于是进厨

房查看，房屋破旧，是一幢砖瓦房。厨房内有一套煤气灶和煤气罐，一个水泥火灶上面

贴有白磁砖（旁边放有一堆柴火），一个水泥盛水池是空的，旁边有两个塑料桶各存半

桶清水，一张旧课桌放着切菜板当工作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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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的小餐厅里中央放着 1 张木制圆餐桌，4 条长凳子，窗台边有两张方桌，上放

有一大一小两个电饭锅，墙根有一木制厨柜。 

储藏室放着两个盛米陶缸，里面存放少量大米，地上铺着报纸排放着蔬菜。 

学校用水非常困难，原来安装了塑料管道从 3 华里外接引的山泉水，由于天旱经常

断水，塑料管道已老化漏水。李校长已在学校附近探好水源，想打口水井，但资金有限

至今未果。学校目前用水是从 1 公里外挑水过来，解决吃水问题。电费 300 元/月，柴火

1400 元/年。煤气每个月需 2 罐，120 元/罐。 

 

 

 

  
图 16  学校的厨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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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老师的小餐厅                      图 18 储藏室 

 
图 19  接引山泉水情况 

5.4 厨师的问题 

本次调查的时间为 2013 年 12 月 18 日，该校现有厨师 1 名，目前工资 300 元/月,

由学校支付。免费午餐支付每月 800 元的薪资，学校认为还可以。 

 

5.5 采购的问题 

本次调查的时间为 2013 年 12 月 18 日，在校期间，关于免费午餐进入后的食材采

购，该校的采购地点在荣山镇，学校距采购点 20 公里，李校长介绍食材采购比较困难，

路途遥远，山路崎岖有几公里为泥巴路，路况不好，交通很不方便。运输是李校长自驾

摩托车采购。 

关于轮流采购李校长表示不太方便，摩托车还要载采购的货物，再带个人去不太合

适，采购一次需要大半天时间花费，老师教学紧张，也没那么多时间。 

关于定点采购李校长认为当地属于山区物价较高，灵活掌握比较合适，校方也会尽

量按免费午餐的要求执行。 

李校长负责食材采购，账目由财务主任徐志敏负责。微博发放由教导主任黄玲负责。 

 

5.6 餐标的问题 

本次调查的时间为 2013 年 12 月 18 日，在校期间，关于免费午餐每人每餐 3 元的

餐标，校方提出以下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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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午餐每人每餐 3 元，李校长认为孩子吃不好，当地物价较高，能提到 5 元/天

最好； 

（2）免费午餐开餐后老师要与学生共餐，李校长回应学校老师年轻女孩较多，下

山村支教已属不易，有的还有身孕，都需营养补充。虽然学生数量偏少，但教学质量不

能降低，所以学校学习成绩在全镇一直名列前茅。目前午餐标准为 5 元/顿，学校担心 3

元老师吃不好。 

 

5.7 一次性投入的问题 

本次调查的时间为 2013 年 12 月 18 日，调查人员针对学校递交的预算申请就现场

情况以及开餐后的需求与李校长做了较详尽的交流： 

（1）关于灶台，现在厨房的灶台还不错，可以正常使用； 

（2）厨房设备都没到位，李校长讲余总答应为学校配一台冰箱，其它设备没有回

复； 

（3）现主要缺：蒸饭车、消毒柜、开水机以及学生的餐具、餐桌和凳子。 

 

5.8 执行反馈 

本次调查的时间为 2013 年 12 月 8 日，调查人员现场了解，针对学校与免费午餐的

沟通情况做了一些了解，情况如下： 

（1）该校的免费午餐申请人是李节仁（临川二中的老师）； 

（2）负责免费午餐的对接人员是余总，联系方式有； 

（3）每个月联系一次，最近一次是 12 月 16 日，余总通知 2014 年元月 4 日在学校

举行个免费午餐挂牌仪式，元月 6 日开餐，并下发免费午餐执行要求合同书； 

（4）学校一般不主动与对接人员余总联系，都是余总与校方沟通联系； 

（5）余总 11 月 8 日来校，讲了关于免费午餐的具体条件，拍了相关照片，学校需

改善那些条件做了记录，承诺申报在放假之前能批下来。 

6 调查人建议 

调查人员对山背小学进行调查后，综合各方面情况，现提出以下建议： 

（1）该校在与对接人员沟通方面不够主动，主要还是对免费午餐的这个民间组织

  
 

第 12 页 共 15 页 



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荣山镇山背小学免费午餐调查报告                           报告编号：MW/JH [2013] 212 

认识不够深，缺乏信任度，认为天上不会掉馅饼。既然有人出钱管饭，就应知足点，提

太多要求，担心对方接受不了。调查人员建议对接人员应给校方讲明免费午餐的特性，

相关部门需把校方反映存在的困难解决过程，及时反馈给校方，让对方放心。 

（2）该校无力解决的厨房设备，建议该校把所需设备设施做好预算，以备相关部

门协助配备整改； 

（3）该校采购点在荣山镇距校 20 公里，路途确实遥远，路况也不太好。建议一：

校方与固定采购点签定长期合作合同，让采购点送货上门，校方相关人员做好验收和记

录；建议二：李校长可以一人采购回来后，由财务主任验收，并做好记录；建议三：采

购运输是李校长自驾摩托车，从免费午餐经费里给予校长相应的补助； 

（4）对该校的综合观察，发现学校面积较大，背靠大山空地较多，可以种植蔬菜，

与校方沟通后，李校长回应一直种有蔬菜，但无人管理，学校后山没有围墙，都被野兽

给毁了。调查人员建议学校可以筑好围墙或修个蔬菜大棚，让厨师来管理蔬菜种植，增

加厨师工资，工资从免费午餐经费支出； 

 
图 20  学校教学楼后的空置地，右图有种植的蔬菜已毁坏 

（5）该校学生餐厅的餐桌问题，调查人员在学校整体观察后，发现学生现在数量

较少，学校还存放了不少旧课桌，调查人员建议先解决眼前，免费午餐开餐后把旧课桌

先当餐桌，孩子就餐就比较方便了； 

（6）关于餐具问题，建议在当前没有赞助的情况下，先让孩子自带餐具，开餐后

由厨师统一管理消毒； 

（7）关于该校用水困难的问题，调查人员建议学校做好打井预算，以备相关部门

协调投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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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学校方面研究下一步需打井的位置 

7 结论 

山背小学稽核评分：由于未开餐不作评分。 

大、小雷村地处偏僻，老百姓还很贫困，许多偏远的自然村家庭温饱问题尚未解决。 

 
图 22  当地民居仍是老瓦房 

通过实地探访调查山背小学的情况，调查人员认为该校的厨房设备目前比较差，需

配备的设备尚未着落。用水问题确实很大，长期在外挑水也不是长久之计，希望相关部

门做好协调。该校的教学质量与学习成绩，是我目前去了这么多学校最优秀的，虽然学

生少老师多，但老师教学从不马虎（这就是所谓的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些孩子都享

受的是研究生待遇。希望该校能即早开餐，为孩子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生活环境，实现

李校长振兴母校的愿望！ 

 

调查人： 云柯 

2013 年 12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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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核部建议： 感谢云柯，非常难得，此篇报告情深意切，情况描述清楚。此处不

多废话，报告转执行部参考，建议适当提高餐标拨款。 

 

我们相信：没有监督的制度必然产生腐败，没有稽核的免费午餐必然不能长久！ 

 

我们欢迎全社会的人士监督我们的免费午餐，任何有意愿现场实地调查的志愿者均

可联系我： 

流星 6773793@qq.com  http://weibo.com/u/2497580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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