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膳食工作是高校后勤的

重要组成部分
,

在保障

学校教学
、

科研和师生

员工生活的正常运转起

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

下

面
,

就高校膳食工作如

何实现社会化服务的思

路谈些看法
。

膳食工作实现社会

化的过程
,
就是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把膳食经营

活 动纳入 轨道 上 的过

程
。

弄清市场经济的内

涵
、

意义
、

作用
,

并结

合具体工作实践
,

摸索

出一套适合高校膳食工作改革模式
,

是所有

高校膳食工作者的当务之急
。

一
、

要更新观念
,

树立市场经济意识
。

观

念的更靳
,

是深化膳食改革的先决条件
。

改

革开放十多年来
,

膳食工作发生了很大的变

革
,

在管理规范化
、

经营多样化
、

服务标准

化等方面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
,

但纵观改革

历程和实质
,

膳食工作没有摆脱计划经济体

制和行政管理模式的束缚
,

存在着经费来源

单一型
、

服务性质福利型
、

经营范围封闭型

等现象
。

随着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
,

膳食管

理工作越显得后劲不足
。

只有致力于改革
,

才

能走出困境
。

当前
,

应着重转变以下五个方

面的思想意识
:

( l) 转变长期习惯于
“

等
、

靠
、

要
”

的计划经济指导思想为市场经济意识
;

( 2) 转变单纯福利型的无偿服务为服务经营

型的有偿服务意识
; ( 3) 转变单一的服务经

营为全方位
、

多层次
、

多形式经营服务意识
;

( 4) 转变封闭式的自我服务经营为开放型的

经营服务意识
; (5 ) 转变平均主义

、 “

大锅

饭
”

的分配制度为按劳取酬的思想意识
。

我

们一定要从根本上改变只把膳食工作看作是

非生产经营性工作的思想意识
,

而忽视了膳

食服务也是一种特殊的商品
,

也具有使用价

值和价值
,

在生产销售中也会创造利润
。

若

不从传统观念中解脱出来
,

谈改革就是一句

空话
。

二
,

要改革管理体制
。

管理体制是运行

机制的载体
,

体制改革是自身发展的燕要
。

高

校的后勤改革是从膳食部门推行承包责任制

开始的
,

承包在当时起了轰动效应
,

取得了

较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

承包打破了长

时期膳食工作缺乏竟争的局面
,

其优越性表

现在责
、

权
、

利较为明确
,

行政管理从宏观

上调控
,

经济杠杆达到微观管理
。

但是
,

随

着形势的发展
,

承包管理存在的缺陷也越来

越显示 出来
,

单 一的行政管理 只把原来的
“

大锅饭
”

变成
“

小锅饭
” ,

没有完全意义上

的承包
,

很难做到抓而不死
、

放而不乱
。

因

此
,

迫切需要从单纯的承包制解脱出来
,

进

一步完善管理体制
,

引进企业化管理做法
,

遵

循
“

事企分开
”
和

“

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
”

的

原则
,

实行
“

小机关
、

大实体
、

多服务
” 。

膳

食处 (办
、

科 ) 应本着
“

精简机构
、

高效服

务
”

的原则
,

代表学校对膳食工作行使计划

调节
、

资产管理
、

财务审核
、

行为监控
、

制

度落实等行政管理职能
,

对所属各食堂班组

等经济实体
,

掌握其服务性质
,

聘任
、

考核
、

奖罚
,

彻底下放经营权
。

同样
,

学校对膳食

处 (办
、

科 ) 的管理也应是宏观调控
,

而不

是横加干预
。

只有这样
,

才能达到微观搞活
,

才能为迈向社会化创造良好的契机
。

.

三
,

转换运行机制
。

机制是体制的内核
,

管理体制必须为运行机制提供保障
,

管理体

制的改革务必 要有运行机制相配套
。

膳食工

作的运行机制也要适应市场经济发展
,

变行

政管理 为经营管理
,

把膳食部门的各服务项

目划块经营
,

实行独立核算
、

自主经营
、

自

负盈亏
,

各服务经营单位负责人逐步过渡到

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经济人
,

借助于企业管

理办法
,

执行用工制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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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 办好为经济服务的高新技术产业
、

文化产业
,

成为高校乃至社会多功能的复合型后勤产 业队

伍
。

同时以优质优价引进社会产业进入校园
,

内外互补
。

⑤由无偿占用校有资产
、

地产
、

设备
,

转向有偿使用或合资入股经营
。

做到两权分离
,

产权明晰
。

⑥由过去的经费包干
,

不
一

计成本
,

转

向经费部分下放
,

招标服务
,

以优质优价回收服务成本和必要的利润
,

对外完全运用市场机制
,

实行利润经营
,

商品化服务
。

⑦由国家统一的行政编制转 }气典业编制与流动编制相结合的人事

制度
。

压缩机构
,

精简非生产人员
,

保持精干队伍
,

推行合同制
,

逐步实行劳务人员的社会化
。

⑧

由国家行政工资制度
,

转向企业的分配制度
,

学校逐步减少以至完全停发后勤人员的工资
,

后

勤 自行采取定额工资
、

效益工资
、

计质计量工资
、

浮动工资等弹性工资制度
,

有条件的逐步增加

职工的系列社会保险
。

(五 )实现社会化应注意摆正的若干关系
。

向
“

社会化
”

迈进
,

必然在校内外遇到新的关系和

矛盾
· ,

及时处理好各种关系
,

是深化后勤改革的重要环节
。

这些关系主要包括
:

①社会大环境与

学校小环境的辩证统一关系
; ②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并重关系 ;③教育属性与经济属性的两

重属性关系
;④管理育人与经营的关系 ;⑤体制改革与机制转换的配套关系 ; ⑥行政职能与经

营服务职能的并存
、

分离关系
;⑦内外服务与引进服务的互补关系 ; ⑧学 校总体改革与后勤内

部改革的同步关系 i⑨ 自主经营
,

自负盈亏
,

自我约束
,

自我发展与学校监督制约的关系
; L改

革
、

发展与稳定的关系
。

(责编杨佳民 )

么种物沁娜么俐蹄启荆与洲标么护瑞滋帘翻俐特启洲场碑林么私瑞池示廷冰色沐 * 俐匆侧蹄出朴场泌标心豁场砷娜与砰希 * 牢* 示巴示也布么衬 ,示* 示* 吊 之

纷
之

纷边布

泣

泌

(上接第 12 页 )分配制度
,

奖罚监控制度等市

场经济体制制度
。

做到人定岗
、

岗定职
、

职定

分
、

分定酬和一人多岗
、

一岗多职等企业运行

机制
,

推行满负荷工作量
,

提高效益
。

四
,

树立有偿服务惫识
。

实现的根本是要堵住以往那种以包代管

在管理上失控的漏洞
,

彻底解决膳食经费严

重不足和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的问题
,

广开财

源
,

加强创收
,

增强自我积累
。

提高服务质量
。

过去
,

一谈起有偿服务
,

就担心会影响服务质

量
。

实践证明
,

高校膳食工作的有偿服务
,

是

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和高等院校

发展的校情
。

当然
,

在推进社会化过程中
,

要

充分考虑我国的国情
,

估量各自的校情
,

摸清

师生的经济承受能力
,

积极稳妥开展多层次
、

多形式的有偿服务
。

对经营服务单位
,

制定出

合理的定额指标 (如工作量
、

质量
、

费用
、

成本

等 )和利润指标
。

指标的制定要适度
,

让人感

到
“

跳起来能够摘到桃子
” 。

这样
,

既有工作干

劲
,

又有显著效益
。

五
,

发挥自身优势
,

扩大对外服务
。

高校是人才
、

信息高度集中的地方
,

走出

校门
,

创办一些校外产业是完全可能的
。

如福

建省高校伙食专业委员会创办的福建省高校

后勤生活服务总公司和厦门大学总务处创办

的福建省高校后勤生活服务厦门公司
,

以联

合或独立的力量
,

创办经济实体
,

实行以外养

内
,

以外补内
,

取得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

双丰收
。

有的学校派出自己的厨师
,

或租赁
、

或承包社会饮食业
,

或在校内外批零销售食

品等
,

均取得 了可喜的效益
。

不少院校都有自

己的
“
校 内市场

”
和

“

校外市场
”
两部分

,

在不

增加人员的情况下
,

实行
“
一套人马

,

两张招

牌
” ,

已经自觉不自觉地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活

动
,

取得可喜成绩
。

全国各地有不同层次和规

模的伙食专业委员会
,

面对新形势
,

不仅要注

重理论方面的研 究探索
,

也应参予市场经济

活动
,

建立经营服 务集团公 司
,

增强经 济势

力
。

只有经济力量壮大了
,

才能自由游弋于市

场经济
,

更好地搞好管理育人 和服务育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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