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这样一个人

大学老师打算“吃遍部
委食堂”

某大学老师“老潘”给自己订下
的目标是“吃遍部委食堂”。

几年前，“老潘”和国家科委合
作一个项目，与一些部委建立了联
系。那一年，由于工作关系，“老潘”
一口气吃了包括公安部、国家民委、
国家海洋局在内的二三十家部委食
堂。“当时还不是很在意，吃得多了，
就开始做一些比较，觉得部委食堂
挺有学问。”“老潘”告诉记者，他主
攻的方向是人类学，因此想把部委
食堂当做一个题来研究。

在个别食堂，“老潘”发现了有
意思的现象——食堂根据领导级别
定餐费。比如司长吃是4元，普通科
员吃就是 5元。另有一些小盘小碗
的放在餐台上，有人私下告诉“老
潘”，司长以上才可以拿一份，而司
长以下的官员，则基本跟普通干事
一样了。

二三十家食堂吃下来，“老潘”
很少见到部长级别的官员，“只有一
次，看到文化部部长在食堂和其他
工作人员坐在一起吃饭”。

在吃过的部委食堂中，“老潘”
尤其喜欢国家民委食堂，他甚至常
盼着在那儿吃。“他们有一人一份
的自助火锅，羊肉特别好，和市场
上卖的口感完全不一样。还有好
几种酸奶，应该是空运过来的，甚
至还有马奶子，这在其他地方是喝
不到的。”细想一下，“老潘”觉得
这也合情理，“国家民委的穆斯林
很多，在牛羊肉的供应上确实要加
倍注意。” 本报综合报道

有这样一个食堂

铁道部食堂配有营养
师，“三高”人群吃一段，指
标全下降

“对食堂来说，无论学校还是机
关，食品安全显然是重中之重。”首
都保健营养美食学会大锅菜烹饪技
术专业委员会（以下简称“专委会”）
秘书长卞正林表示。专委会由铁道
部机关食堂主任兼党支部书记李建
国于 2010年组建，其会员有不少是
来自各部委食堂的名厨。

据卞正林介绍，首先要注意的
是食品源头，“食堂采购一般都有固
定供应商，如果出了问题，可以追溯
到源头”。“这其实不叫特供，叫溯
源。”卞正林认为，有些食堂之所以
不引进熟食，就是因为没办法对其
加工过程进行控制。

对采购回来的生食，要用试纸
或试剂测试其菌群和添加剂。测
试合格的食品经反复冲洗后，还须
用臭氧机进行杀毒。烹饪后的所
有菜品则要留样，万一出现问题，
以便溯源。

专委会副会长宋国兴向记者透
露，铁道部食堂一直是部委食堂中
的“红旗单位”。该食堂配有营养
师，每次机关体检后，营养师会根据
体检结果，了解有多少“三高”人群，
在配餐上多动脑筋。一些“三高”人
群在食堂吃一段时间后，指标确有
下降。此外，食堂菜谱上写着各种
菜品的营养含量。

中直机关食堂之间交流评比时，顾小杰走过不少
食堂，他印象最深的是新华社食堂。在坊间，这里曾和
中南海的怀仁堂、人民大会堂并称为“北京三大堂”。

2008 年完成改造后，新华社食堂更是颇具规
模——地下一层是 24 小时营业的餐厅；一层有自助
火锅，亦有西餐厅；二楼是中餐厅和清真餐厅；三楼为
自助餐；四楼则是健身馆。食堂每天中餐的副食有60
多种，主食50余种，每天接待就餐人员约6000人次。

食堂坐落在办公区外、家属区内，外人可随便进
出。但若想用餐，则须有新华社饭卡。

中午，阳光透过厚厚的落地窗，直射进餐厅。这

时，也是就餐人数最多的时候。大部分员工习惯沿
自动扶梯到二楼大厅用餐。大厅分为就餐区、收盘
区、酒水饮料区等。在进门处领取餐盘后，会有专门
的工作人员发筷子和餐巾纸。

在窗口上方的电子屏幕上显示着当天的菜单，
菜品有二三十种。凉菜大多一两元钱，红烧排骨、猪
蹄等荤菜也大多在 10元以内。除此之外，另有叉烧
肉、蛋清肠、松仁小肚等熟食论斤卖。主食除了常见
的米饭、馒头，还有蛋挞等点心。

新华社食堂在“大众点评网”上亦榜上有名，并
有10余条点评。

交通部一顿自助餐只需要付1元钱

记者走访多位部委机关工作人员后了解到，近
年来，部委食堂大多以自助餐为主，一顿午饭一般不
会超过10元钱，有些机关只需个人掏一两元钱“意思
一下”。而在全国政协机关食堂，更是出现了“免费
午餐”。

一位全国政协工作人员向记者透露，机关食堂
提供早饭和午饭，进门时需刷卡，但卡上没有钱，是
按次计。星期一、三、五，早餐提供煎鸡蛋；星期二、
四则有煎饼。有时还有卤煮、炒肝等。午餐除沙拉
等凉菜外，另有 6~8 个热菜，有麻辣烫、炸酱面等辅
食，二楼的局长餐厅则有火锅可供选择。

和大多数机关食堂一样，交通部食堂分为普通
工作餐和清真餐。普通午餐荤素加起来不到 10种，
餐后，每人可拿一个水果和一盒酸奶。

“我估计，这样一顿自助餐在外面大约要几十元

吧，我们只需要付1元钱。”有交通部工作人员对记者
解释，“象征性地收1元钱，是因为上面出了个什么规
定，说必须要有自付的部分。”

除“物美价廉”外，部委食堂更是几乎把各项服
务做到了“海底捞”的标准。铁道部机关服务局2009
年拍摄的《铁道部食堂》专题片中介绍，这个平时有
2750 人就餐的食堂，每周可以循环制作 300 多个菜
品，还拥有自己的食品检验室、豆制品加工间和酸奶
制作车间。2001年，铁道部斥资 1000多万元对食堂
进行改造，将原来的一个就餐大厅改成 6 个独立区
域，包括内部供应的部长餐厅、司局长餐厅、二楼公
务员自助餐厅、一楼公务员自助餐厅和普通餐厅等，
还专门为司局长餐厅增加了“每日晚餐个性化服务
项目”，用专题片中的说法来讲，是“晚餐延长到 20
点，单身领导喜欢什么就做什么，随到随炒”。

广电总局：对3000名老人开放

3月8日下午4点多，在广电总局“新302餐厅”宽
敞明亮的大厅里，已经有三五个老人等着开饭了。

沿长安街向西，行至西便门外大街，在毗邻中央
人民广播电台的胡同口，便可看到“广电新302餐厅”
的牌子。牌子下方挂着 3个牌匾，分别为“中国绿色
餐饮企业”，“国务院机关各部门先进食堂、十佳单
位”，“中国烹饪协会团体会员”。

2009年，这一国家广电总局的内部食堂，悄然放
低身段，对公众敞开了大门。

餐厅副主任顾小杰告诉记者，那一年，广电总局
原本想关闭这一食堂，月坛社区的负责人听说后，建
议将该食堂作为居家养老供餐服务点。

彼时，月坛社区内有 27158名老人，占户籍人口
的22.3%，老龄化状况相当典型。

顾小杰称，北京市对居家养老早有政策，也早就
想和各大机关合作，“但那些‘中字头’、‘国字头’的
单位，北京市根本请不动。刚好我们总局机关服务
局局长刘成斌是西城区人大代表，和地方上联系比
较密切，双方就一拍即合了”。

据介绍，广电总局与月坛社区共同出资 27万元
用于餐厅改建，主要服务对象是月坛社区五六十岁
以上的中老年人。到目前为止，已有两三千名社区
内的老人办了饭卡。

为方便老年人行动，餐厅入口处的台阶上特意铺
上了深绿色防滑垫，旁边还装了扶手。卖主食的餐车
旁摆着若干椅子。每天中午，买主食的队伍几乎会排
到门口，老人们坐在椅子上，一边排队一边聊天。

操作间的玻璃上贴着 3 月 5 日到 3 月 9 日的菜
单。每天 6个菜，四荤两素，其中有一个微辣。一个
星期下来，没有重样的。最贵的红烧带鱼也不过 22
元钱，其他大部分主食的价格在1~3元。

一度，网上流传着“1 元
钱能吃什么”的话题。彼时，
有人提到能在部委食堂吃顿
午餐。记者走访多位部委机
关工作人员后了解到，近年
来，部委食堂大多以自助餐为
主，一顿午饭一般不会超过
10 元钱，有些机关只需个人
掏一两元钱“意思一下”。而
在全国政协机关食堂，更是出
现了“免费午餐”，除凉菜外有
6~8 个热菜，有麻辣烫、炸酱
面等辅食，二楼的局长餐厅则
有火锅可供选择。交通部收
1元钱就能吃自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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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食堂，人们很容易想
起人民公社集体食堂，从敞开
肚皮吃，到填不饱肚子，年轻
人都听过，老年人还记得。但
今时今日的食堂已经不一样
了，无论是外在的装修，还是
内在的运作机制，都和以往大
不相同。它是福利，它是权
力，它还是文化。

归根到底，食堂体现的是
个人与组织的关系。组织予
个人以安全——你知道，在今
天食品安全有多重要；组织还
帮你省去了选择的烦恼——
“今天中午吃什么呢？”这是一
个多么烦人的事情。

外面的想进去，里面的想
出来，食堂也是一座围城，本
质上，它是关于安全与自由的
隐喻。

探秘部委食堂探秘部委食堂
政协机关火锅免费政协机关火锅免费
交通部自助餐交通部自助餐11元元

不但“物美价廉”，服务也是“海底捞”标准不但“物美价廉”，服务也是“海底捞”标准

1元钱能干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