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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北 省 商 务 厅
河 北 省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河 北 省 文 化 和 旅 游 厅
河北省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

文件

冀商服贸字〔2020〕8号

关于使用公勺公筷和推行分餐制的指导意见

各市（含定州、辛集市）商务局、市场监管局、文化和旅游局、

文明办，雄安新区有关部门，有关行业协会，广大餐饮服务单位：

为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广大人

民群众饮食安全，从倡导文明用餐到推进用餐文明，促进全省餐

饮服务业健康发展，决定在全省餐饮服务场所全面推广《河北省

餐饮业分餐制、公勺公筷服务规范》，并就推行公勺公筷和分餐

制提出如下指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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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实提高认识

各有关部门、有关行业协会、广大餐饮服务单位，要站在贯

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河北省委省政府关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重要战略部署的高度，结合全面深化和扎实推进“三创四

建”活动，充分认识到使用公勺公筷和推广分餐制对维护人民群

众身体健康、促进餐饮服务业健康发展、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建设的重要意义，认真谋划，积极推进，务求实效。

二、全面发出倡议

各有关部门要以推广《河北省餐饮业分餐制、公勺公筷服务

规范》为基础，通过多种形式向餐饮服务单位和消费者发出使用

公勺公筷和推广分餐制倡议，提高全社会重视程度和使用积极

性。提倡餐饮服务单位主动提供公勺公筷服务，提升餐饮业服务

总体水平，促进餐饮产业高质量发展。倡议、引导广大消费者用

餐自觉使用公勺公筷，争做餐桌文明的宣传者、实践者、监督者，

持续提升人民群众文明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

三、加强宣传引导

各有关部门要通过网络、广播电视、报刊、户外公益广告等

各种形式，努力推广公勺公筷和分餐制规范，推动出台地方标准。

要使宣传教育深入餐饮服务全行业，同时进街道、进社区、进单

位、进学校、进家庭，帮助消费者切实理解、掌握公勺公筷使用

方法。要加大使用公勺公筷等文明健康知识在农村地区的宣传力

度，提高人民群众文明健康意识。



— 3 —

四、规范操作管理

各餐饮服务单位要积极推广公勺公筷和分餐制规范，做好员

工培训，完善相关制度。要加强公勺公筷购置、清洗、消毒、存

放、设置等管理工作，保证公勺公筷质量合格。公勺公筷外观明

显区别于用餐人员自用餐具，且有显著文字标识和相对固定放置

区域，便于使用。要在经营过程中做到墙上有宣传、桌上有提示，

引导帮助消费者正确使用公勺公筷，获得良好消费体验。

五、坚持分类指导

各级商务部门要加强行业指导，将使用公勺公筷和推广分餐

制规范纳入各类促消费活动，采取有效引导措施稳步推进。各级

市场监管部门要将餐饮服务单位提供公勺公筷和推广分餐制服

务作为日常经营服务项目的重要内容加强督导。各级文旅部门要

在评星定级和组织各类大型文旅活动中对餐饮服务单位加强督

导。各级文明办对推行效果好、消费者满意度高的餐饮服务单位，

要予以宣传表彰，扩大活动影响力。各级行业协会和餐饮服务单

位要将使用公勺公筷、推行分餐制和倡导合理点餐、“光盘行动”、

禁止非法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经营等工作结合起来，严格落实《餐

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不断提高餐饮服务业整体文明水平。

六、强化督导鼓励

各有关部门要积极争取地方党委、政府的重视、支持和推动，

将使用公勺公筷、推行分餐制与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国家食品安

全城市以及食品安全年度考核等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将其作为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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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创建工作的重要指标。要加强对各地各有关单位的督促检查和

指导，及时解决活动开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努力提升全省餐饮

行业服务水平和食品安全水平，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对

在活动开展中工作成效明显的地区和单位，要按规定予以鼓励和

表彰。

附件：《河北省餐饮业分餐制、公勺公筷服务规范》

河 北 省 商 务 厅 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 河 北 省 文 明 办

2020年 4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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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河北省餐饮业分餐制、公勺公筷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分餐制的分餐形式及服务要求，公勺公筷使用

的术语和定义、配置要求、使用要求、服务要求、卫生消毒要求、

宣传引导等。

本规范适用于各类餐馆、宾馆、饭店等提供餐饮服务的餐饮

企业和集体供餐单位，家庭聚餐可参考相关内容。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规范的引用而成为本规范的条款。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

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 4806.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通用

安全要求

GB 1493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消毒餐（饮）具

SB/T 11143 餐饮分餐服务操作规范

《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

告 2018年第 12号）

3 术语和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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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规范。

3.1 分餐制

餐饮服务人员或消费者通过使用公用餐具分配菜点，使用个

人餐具用餐的方式。

3.2 公勺公筷

指两人（含）以上同桌共餐者就餐时为方便分餐而摆放的公

用勺子、筷子的统称，专用于从公用餐饮器具中舀（夹）取菜（点）

放到个人使用的餐饮器具中。公勺公筷是就餐者不与嘴接触的分

餐工具。

4 配置要求

4.1 购进要求

购买公筷公勺必须是从合法渠道购进的符合食品安全标准

的合格产品。公勺公筷材质应符合 GB 4806.1要求，外形尺寸、

颜色、材质应当明显区别于自用勺子、筷子，可以在公勺柄处、

公筷粗端分别标识“公勺”“公筷”字样，尺寸要大于或等于自用勺

子筷子的尺寸，方便稍远距离的夹取或盛取，避免混用。

4.2 数量要求

各类饭店餐饮服务单位要配备与经营规模相适应的足够数

量的公勺公筷，配备数量应按照店内就餐时最大客流量对应配

备。每桌配备公勺公筷数量应与就餐人数或上桌的菜点品种数量

相对应。

4.3 摆放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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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摆放到餐桌上的公勺公筷应经过严格的清洗、消毒。

4.3.2 公勺公筷应当在开餐前半小时之内趁热摆台。

4.3.3 工作台设置公勺公筷专用存放区域，方便消费者识别

取用。

4.3.4 卡座、散座、大厅堂食，推行公勺公筷制。即按照“一

菜一公筷、一汤一公勺”的原则，在每一道菜点（含主食、水果

等）旁边配设一套公筷或公勺，置于架上。

4.3.5 雅间推行双筷制+公勺制。即根据用餐人数，在每个餐

位摆放取食筷、进食筷，取食筷在右侧，进食筷在左侧，并为汤

菜配设公勺。

4.3.6 高档宴席推行双筷制+公勺制，也可实行分餐制或位菜

制。

4.4 火锅或必须在餐桌熟制的菜点，应提供“生料专用公

筷”。

5 使用要求

5.1 使用公勺公筷后应放回原处。

5.2 使用公勺公筷取菜宜适量，不得将取出菜点返回盛器

中。

5.3 公勺公筷不得与嘴接触，不得使用公筷公勺夹取或盛取

个人餐具中的菜食。

5.4 餐后剩余食品打包或撤盘，应使用公勺公筷。

6 服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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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分餐实施应符合 SB/T 11143《餐饮分餐服务操作规范》

和《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告

2018年第 12号）的要求。餐饮企业应依据就餐需求确定分餐模

式。

6.2 分餐服务

6.2.1 厨房分餐

在厨房内由专门的分菜人员将菜品分成一人一份；由传菜员

将分好的菜品迅速送到餐桌旁；由传菜员协助服务人员，从主宾

右侧按顺时针方向将菜品送上。

6.2.2 服务台分餐

将菜品送至餐台，向客人展示菜品全貌，报清菜名后撤至服

务台上；在服务台上将菜点分至与用餐人数相等的骨碟或汤碗

中；由服务员将分好的菜点按照主宾优先的原则，按顺时针方向

服务，从宾客右侧，以右手送上。

6.2.3 餐位分餐

服务员提前准备好分餐工具（公叉和公勺），按照主宾优先

的原则，顺时针方向服务，左手托菜盘，右手使用公叉、公勺夹

取适量菜点，将菜点分放到客人面前的骨碟中央。

6.2.4 自助餐

应在就餐场所醒目位置摆放就餐专用器具，并保持清洁卫

生；及时对用餐完毕的餐具进行回收清理。

6.3 分餐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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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 服务人员分餐前应按照规范进行个人消毒，按六步洗

手法洗手，并佩戴口罩、服务手套

6.3.2 分餐前应对用分餐工具等进行清洁消毒。

6.3.3 菜点需在餐桌上向客人展示，报清菜点名称后，再按

照分餐标准进行分餐。

6.3.4 菜点分餐时需留有部分余量供客人续用，并配上公勺

公筷。

6.3.5 服务人员分餐时应使用公勺公筷，所有的分餐用具应

为一菜一用具。

6.3.6 服务人员应及时关注公勺公筷使用情况，并及时更换。

7 卫生消毒要求

7.1 公勺公筷应与自用勺子筷子分开，单独收集、清洗、消

毒，定位存放，保持清洁卫生，以便于下一次供餐使用。

7.2 公勺公筷卫生消毒应符合 GB 14934规定。

8 宣传引导

8.1 餐饮行业主管部门、监管部门、各类饭店餐饮服务单位

要通过电视、电台、网络、电子显示屏、海报、提示牌等各种载

体，广泛宣传公勺公筷行动、文明就餐行动。

8.2 各类饭店餐饮服务单位应在餐饮场所（大厅及包厢）张

贴例如“使用公勺公筷倡议书”的宣传海报、标语，在餐桌上摆放

“使用公筷公勺，健康文明用餐”“公勺公筷，文明取菜”等提示卡，

营造文明餐桌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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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对服务人员开展分餐制、公勺公筷使用要求和服务流程

等的培训，提升分餐服务质量和水平。

8.4 用餐前和用餐时，主动宣传和引导就餐者使用公勺公

筷，介绍公勺公筷的使用方法，随时提醒和纠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