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疫情物资储备工作总结(汇总8篇)
总结是指对某一阶段的工作、学习或思想中的经验或情况加
以总结和概括的书面材料，它可以明确下一步的工作方向，
少走弯路，少犯错误，提高工作效益，因此，让我们写一份
总结吧。总结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总
结呢？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总结书范文，方便大家学
习。

疫情物资储备工作总结篇一

为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常态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生活物资保
障工作的组织体系和工作机制，有效保障我镇生活物资供应
充足，调配有序，结合当前生活物资保障工作实际需求，梳
理更新生活物资保障组体系，制定《泰美镇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生活物资保障组工作方案》。

组长：陈功儒（镇委副书记）

副组长：钟汉强（镇计生办主任）

成员单位：镇党政办、镇财管所、镇计生办、镇经济办、镇
农业农村办、镇宣传办、泰美交警中队、镇疫情防控办、泰
美邮政支局、泰美市场监督管理所。

11、及时收集整理保供稳价工作信息，及时汇总上报(镇党政
办牵头负责) ;

12、承担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疫情物资储备工作总结篇二

为认真贯彻落实学校有关要求，加强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防控物资的管理，畅通需求与保障渠道，全力保证



疫情期间防控物资有效供给，确保紧缺防控物资能真正有效
用于疫情防控工作，结合我校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本办法所指疫情防控物资主要包括防护口罩、消毒类(公共区
域和个人消毒品)、人体测温仪器、消毒器械等物资。

1.学校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医卫保障组根据政府要求和学
校疫情物资需求和疫情防控需要，预测学校疫情防控物资需
求品种和数量，编制学校疫情防控物资需求计划。

2.资产与基建处据此实施紧急采购，组织落实货源、催交催
运和到货验收，每天向学校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医卫保障
组反馈疫情防控物资采购进展及库存情况。

(一)口罩

各学院、各部门按照上岗人数进行统计，原则按照每人每天
配备1只一次性医用口罩进行发放。口罩每天由各学院、各部
门安排专人到资产处仓库进行领取，每次领取数量需各单位
负责人签字盖章，并经人事处进行核实确认。

注：正式开学前口罩领用请到党政办领取，开学后到资产处
仓库领取。

(二)消毒用品

1.次氯酸钠。该消毒剂由后勤处统一领取和使用，主要用于
室外环境和公共卫生间的消毒。

2.抑菌喷雾剂。抑菌喷雾剂可用于手、皮肤消毒。各学院、
各部门按照上岗人数进行统计，每人发放一瓶。领取地点：
党政办。

3.75%酒精。75%酒精可用于桌椅、鼠标键盘、门把手擦拭消



毒。每间办公室配备一瓶(500ml)。请各单位安排专人到资产
处仓库进行领取，每次领取数量需各单位负责人签字盖章。

(三)晨午检物品

1.红外线额温枪。后勤处根据全校防控需要，统一到资产处
仓库领取。领取后根据学校确定的防控点安排发放。

2.水银体温计。学工处安排专人到资产仓库领取。按照每个
学生宿舍一个体温计数量进行发放，同时提供足量的75%酒精
棉球，并做好体温计使用和消毒方法宣教，避免交叉感染。

3.消毒器械。包括：移动式紫外线消毒设备、医疗废物专用
包装袋、呕吐物应急处置包、废弃口罩专用的收集桶。以上
消毒器械由后勤处统一安排专人负责到资产处仓库领取和使
用。

1.各学院、各部门按照“重点区域、重点岗位、就急就重、
按需配置”的原则，优先保障一线工作人员及重点风险岗位
防控物资配备到位。

2.各学院、各部门应指定专人统一负责与学校疫情防控工作
领导小组医卫保障组进行工作衔接，做好防疫物资领用、发
放、登记等管理工作。

3.各学院、各部门要建立单独收发台账，针对口罩等防控物
资，使用人员实名制签收。相关收发台账及签收表应存档保
存，以备核查。

4.各学院、各部门要加强疫情防控物资使用的监督检查，确
保防控物资用于办公教学、服务经营。

5.学校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将各学院、各部门疫情
防控物资发放及消耗管理工作纳入督导范围，对发现的问题



严肃问责。

疫情物资储备工作总结篇三

为做好新冠疫情发生时的生活物资保供工作，落实疫情防控
生活物资保障责任，确保本地区重要民生商品市场供应充足、
价格平稳运行，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要，维护正常的社会秩
序，依据《突发事件应对法》《新冠疫情防控生活物资保障
工作指南（试行）》等，制订本预案。

(一)组织机构

设立县疫情防控指挥部生活物资保障组

组长：xx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

副组长：xx发改委主任，xx经信局局长

办公室设在发改委，xx任办公室主任，xx任办公室副主任，负
责专班日常组织协调。

（二）主要职责

统筹做好米面、食用油、蔬菜、肉类、水产品、蛋品、乳制
品、婴幼儿配方奶粉、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方便食品、
饮用水、饲料、能源等生活物资的应急监测、生产调度、物
资运输、储备投放、终端销售、市场监管、宣传引导等工作，
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要，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

（一）启动和中止条件

根据县新冠疫情防控应急指挥部工作指令及时启动和中止生
活物资保障机制。



（二）监测预警制度

1.每日监测菜肉蛋奶等重点生活物资价格。

2.跟踪监测粮油、蔬菜、肉类、水产品、鸡蛋、奶类、生猪
等生产和流通相关情况，及时掌握供销状况和存在问题。

（三）报告处置制度

1.及时向上级部门报告本县生活物资保障情况。

2.高风险区粮油菜肉蛋奶等重要民生商品供给、需求、库存、
价格等动态情况实行日报制度。

3.发现异常情况，第一时间组织力量协调处置并及时向上级
部门报告生活物资保障有关情况。

（四）经费保障

统筹调度可使用的既有资金和储备物资，按照有关规定和程
序给予经费保障支持。

（一）粮油方面

城区成品粮油储备要达到15天以上（含15天）市场供应量，
并提高小包装成品粮油储备比例。（粮储中心、经信局牵头，
市场监管局配合）

（二）猪肉方面

猪肉储备规模原则上不低于城区常住人口3天消费量,发生疫
情的地区要通过加强调运、投放猪肉储备等方式，切实保障
猪肉市场供应。（经信局牵头，农业农村局、市场监管局配
合）



（三）蔬菜方面

因地制宜建立蔬菜应急库存，确保冬春季节重要的耐储藏蔬
菜品种库存满足7天消费量，以满足突发情况下的调控需要。
（经信局牵头，农业农村局、市场监管局配合）

（四）水电气暖及成品油方面

保障水电气暖及成品油正常供应。（城管局、经信局牵头，
市场监管局、应急管理局配合）

（五）农村地区比照城区执行。

(一)抓好生产保货源

1.组织好粮油菜肉蛋奶等产品相关的种养、采摘、屠宰、加
工、运输、销售等生产活动。加强种子、肥料、农药、农膜
等农资和仔畜雏畜、饲料等供应，为粮油菜肉蛋奶稳定供应
提供保障支持。（农业农村局牵头，粮储中心、交通局配合）

2.保障好农产品质量安全，对接采购蔬菜、肉类等农产品时，
严把食品安全关，鼓励索要查看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等可
溯源凭证、产品质量合格凭证。（市场监管局牵头，农业农
村局、经信局配合）

3.加强成品油调配，满足汽柴油（含乙醇汽油）需求，保障
民生用气需求，应对电力需求。（城管局、经信局牵头，市
场监管局、应急管理局配合）

4.解决农业企业、农资生产企业等涉农经营主体、能源企业
在落实防控措施、交通运输、原材料供应等方面的具体困难。
（农业局牵头，交通局、经信局配合）

（二）健全重点企业保障



1.建立参与政府价格调控的重点企业并进行动态调整。（发
改委牵头，农业农村局、经信局、市场监管局配合）

2.采取储备轮换、协议储备等方式，提前与重点保供企业和
运输保障企业签订保供协议，做好货源、运力组织和物资储
备。（粮储中心牵头，交通局、农业农村局、发改委配合）

3.动员生产、流通和物流重点企业承担应急物资的代储、代
购、运输保供，引导企业增加商业库存，做好应急物资的储
备和代储。（交通局牵头，经信局、农业农村局、发改委、
应急管理局配合）

4.组织上下游保供企业建立联供联储机制，推动代储代购物
资有序轮换和产能储备提升。（经信局牵头，粮储中心、农
业农村局、发改委、市场监管局配合）

5.对承担重大任务的骨干企业，采取生产流通资质应急审批、
原材料供应保障、运输保障等措施，帮助企业解决稳产增产
等方面的实际困难。（经信局牵头，粮储中心、农业农村局、
交通局、市场监管局配合）

（三）做实货源对接

1.组织商超、批发市场与规模种植、养殖企业（合作社）对
接，进一步拓宽货源，加大采购力度。（经信局牵头，农业
农村局配合）

2.充分发挥大型电商平台筹措物资、对接产销的作用。（经
信局）

3.协助超市、商场等零售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与生活

必需品批发市场高效对接。（经信局）



（四）组织应急储备投放

1.组织投放政府储备物资，按照规定程序和权限，先投放地
方储备物资。（发改委、粮储中心牵头，应急管理局配合）

2.当储备物资无法满足事发地需求时，在按照相关应急预案
做好工作的同时，及时向上级报告。（发改委、粮储中心牵
头，应急管理局配合）

3.储备粮动用出库、划转、核销等手续可于应急处置工作结
束后补充完善。（发改委、粮储中心牵头，应急管理局配合）

（五）增加经营场所供应

1.组织引导批发市场、连锁超市、社区菜店等做好货源组织，
有序营业。组织引导大型商超、社区菜店，倡议承诺价格不
涨、供应不断、质量不降。（市场监管局牵头，经信局配合）

2.通过落实好国家对商户的有关优惠政策、大型批发市场阶
段性免收进场费等措施，进一步降低交易成本，增加市场供
应量、稳定市场价格。（交通局牵头，市场监管局配合）

3.商贸经营场所适当增加蔬菜特别是土豆、白菜等耐储蔬菜
及粮油、肉类、方便面、瓶装水等生活必需品供应。（经信
局牵头，市场监管局、粮储中心、农业农村局配合）

4.商贸经营场所应加大进货量，提高补货、补架频次，存货
在店、存货在架。（经信局牵头，市场监管局配合）

5.一旦发现缺货，商贸经营场所应尽快补充货源并上架。
（经信局牵头，交通局配合）

1.依托骨干流通、物流等企业，切实组织建立好疫情风险
区“配送网”。（交通局）



2.建立健全应急配送机制，为配送骨干企业以及重点农贸市
场、批发市场、大型商贸企业自有车辆，提供专用通行证，
打通生活必需品运输全链条堵点，及时协调解决流通企业出
现的运输、物流、配送等方面问题，减少“最后一公
里”“最后一百米”梗阻问题。（交通局）

疫情物资储备工作总结篇四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部署要求，进一步做好
新冠肺炎疫情地区特别是疫情封控区域米面、食用油、蔬菜、
蛋品、肉类、水产品、乳制品、方便食品、饮用水、能源等
民生物资运输服务保障工作，现就有关方案制定如下：

当前全球疫情仍处于流行状态，特别是近期以来，我国部分
地区出现聚集性疫情，疫情防控形势仍较为严峻，各地交通
运输主管部门要认真落实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部署要求，深
刻认识做好疫情地区特别是疫情封控区域民生物资运输服务
保障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主动担当作
为，压实工作责任，在严密防范疫情通过交通运输环节传播
扩散的同时，全力做好民生物资运输服务保障工作，保障民
生物资供应充足，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要。

各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加强与发展改革、商务、农业农村、
粮食和物资储备等部门的沟通协作，依托相关行业协会组织
摸排民生物资重点生产流通企业运输需求，精准做好运输服
务保障工作。要积极会同铁路、民航、邮政等部门，依托辖
区内骨干运输物流企业、城市配送企业研究建立涵盖各种运
输方式的应急物资运输储备力量，提高交通运输系统应对突
发事件应急物资运输保障能力。对于疫情地区相关部门和单
位提出的民生物资运输需求，省级交通运输部门要支持和指
导相关地区交通运输部门采取针对性保障措施，建立沟通对
接机制，一事一处理，全力保障民生物资运输畅通高效，全
面满足疫情地区特别是疫情封控区域人民群众生活需要。



各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在当地联防联控机制统一部署下，
全力做好供应疫情地区民生物资的应急运输保障工作。要储
备足够的应急运力，完善应急运输保障方案，加强应急运输
组织协调和调度，确保应急物资运输畅通高效。对于发自、
途经疫情发生地区重要民生物资的运输车辆及司乘人员，要
坚持“保安全、保供应”并重，严格执行疫情防控规定，实
行全程“点对点”闭环运输，确保“封闭式管理、人员不接
触、车辆严消毒”，保障其通行顺畅。对于进京运输民生物
资的道路运输企业及司乘人员，各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指
导其及时关注掌握首都严格进京管理联防联控协调机制有关
要求，实时了解进京货车通行政策，提前做好进京运输各项
准备工作，保障进京货车顺畅通行。在做好疫情防控前提下，
优先保障运输粮食等重要生活物资的港口集疏运车辆便捷通
行，优先保障运输粮食等重要生活物资的船舶进出港作业。

各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按照当地联防联控机制的统一部署，
积极会同发展改革、商务、公安、卫生健康等部门，按
照“交通便利、规模合理、功能齐备、衔接顺畅”的原则，
依托物流园区、货运枢纽等各类存量资源，研究在城市周边
合理布局具有货物中转储存、车辆消毒停放、人员休息就餐
等功能的物资中转调运站。要健全完善运行机制与工作流程，
根据疫情防控需要及时启用，确保进出疫情中高风险区域的
民生物资有序中转、高效分拨和快速转运。

各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督促交通运输企业严格按照最新版
《道路货运车辆、从业人员、场站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
南》《港口及其一线人员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南》《公
路、水路进口冷链食品物流新冠病毒防控及消毒技术指南》
等要求，做好从业人员防护、运输装备及场站消杀、信息登
记等各项工作，严格做好进口冷链食品运输环节消杀，强化
指导国际道路货运车辆驾驶员、进口冷链货物装卸员等一线
岗位，采取人员相对固定、轮班制度、集中住宿、定期检测
等举措；对引航员、登临国际航行船舶作业人员、进口冷链
货物直接接触装卸人员等港口高风险岗位人员，要相对固定、



登记造册，采取一定工作周期轮班制，工作期间集中住宿、
封闭管理，定期核酸检测，规范个人防护等措施，避免其与
家庭和社区人员接触，切实防止新冠肺炎疫情通过货运物流
渠道传播扩散。

各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按照《关于进一步做好应对新冠肺
炎疫情交通管控与运输保障工作的通知》（联防联控机制综发
〔2021〕29号）要求，保持联防联控机制交通管控与运输保
障专班高效运转，加强值班值守。划定区县或者城市市区为
疫情中高风险地区的，所在省份及周边省份交通管控与运输
保障专班要及时向社会公布24小时应急运输保障电话，实
行24小时专人值守，受理和解决民生物资运输车辆通行中的
相关问题，切实保障应急运输顺畅高效。

疫情物资储备工作总结篇五

为提高xxx建筑工地预防和控制传染病能力，减轻、消除传染
病的危害，保障施工人员的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维护施工
现场正常的施工秩序，特制定新型冠状病毒防控预案。

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预案为指导，贯彻执行“预防为先、分
级控制、分层管理、及时处置”的工作原则，力求务实、高
效、科学、有序地预防和控制新型冠状病毒，做好建筑施工
现场防控传染病紧急情况的处置工作，最大限度地降低损失
和影响，有效、切实维护生命安全和秩序稳定。

1、宣传和普及传染病防控知识，提高广大施工人员的自我保
护意识。

2、完善传染病报告制度，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
治疗。

3、建立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理机制，及时采取预案，确保传染
病不在xxx建筑工地蔓延。



4、加强环境卫生整治，动员全体施工人员集中整治环境卫生，
消除发病诱因和隐患。对员工宿舍进行大扫除，及时清理脏
乱差和卫生死角。

5、每日进行施工人员身体病况排查，一旦发现发热等疑似症
状的人员，立即送往医院诊治，及时对员工所在寝室所用物
品进行彻底消毒，发现疫情立即向高新区疫情防控指挥部报
告。

6、严格控制新入场人员，进行登记备案，并对外地进陕人员
进行健康监测，发现可疑病例，及时送往定点医院，严禁在
工地留宿。

1、预防为主、常抓不懈。宣传普及传染病防控知识，提高全
体工人的防护意识，加强日常监测，发现病例及时采取有效
的预防控制预案，迅速切断传播途径，控制疫情的传播和蔓
延。

2、规范管理、统一领导。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对传
染病突发事件的预防、疫情报告、控制和救治工作实行依法
管理。成立预防传染病工作领导小组，协调与落实建筑工地
对传染病的防控工作。

3、快速反应、运转高效。建立预警和医疗救治快速反应机制，
增强应急处理能力。按照“四早”要求，保证发现、报告、
隔离、治疗等环节紧密衔接，一旦发现疫情，快速反应，及
时准确处置。

成立建筑工地防疫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组织、指挥、协调与
落实传染病的防控工作。

防控工作小组：

组长：xxx



副组长：xxx

成员及分工：

(1)宣传与教育：

督促建筑工地制作、张贴防护宣传条幅标语，宣传和普及疫
情防控知识，提高广大施工人员自我保护意识。项目部落实
专人对上级主管部门有关防控传染病的文件、通知、疫情通
报等信息及防控传染病的知识向现场所有人员进行宣传教育、
充分利用现场黑板报、宣传栏、报纸、电视等新闻媒介，对
职工进行宣传、同时做好原始记录。项目部每天公布疫情检
查情况，有无新来外省务工人员，有无体温过高人员。

(2)消毒与检查：

人员登记管理：对春节复工新进场人员，项目部要做好花名
册，记录所有人员节日期间所在地、返岗时间、是否与xx人
员接触、是否有发热症状等。外省回来人员按防疫指挥部统
一要求隔离、留观。加强门卫管理，尽量限制人员在一个出
入口通行，集中管理排查。每天对进场人员进行排查登记，
登记人员姓名、工种、进场时间、进场测温温度等。

消毒测温管理：每天按照说明书，使用84消毒液、酒精等，
对生活区、办公区、生产区、食堂、卫生间、垃圾堆场(桶)
开展两次以上的消毒工作并记录;对出入人员严格登记、测量
体温，发现异常立即进行隔离并上报高新区防疫指挥部;对进
出车辆严格登记并进行喷洒消毒，外省入陕车辆严禁驶入工
地内部。

(3)联络与上报：

疑似病例。有以下三项临床表现，并具有任何一项流行病学
史的患者：



1、临床表现：发热;

2、流行病学史：发病前14天内有xx市旅行史或居住史;

3、发病前14天内曾接触过来自xx的发热伴有呼吸道症状的患
者;有聚集性发病或与确诊病例有流行病学关联。

在第一时间内向上级主管部门及辖区疫情防控指挥部报告。

辖区疫情防控指挥部电话：

辖区交通和住房建设局：

辖区定点医疗机构：

辖区人民医院：

辖区中医院：

(4)物资储备

对于药品、防护用品、消毒用品储备数量是否满足日常所需，
并提供储备清单及每日消耗清单。(如：口罩、感温仪、防护
服、护目镜、消毒液、雨衣等)

1、做好宣传教育工作。组织人员进行卫生大扫除、印发宣传
资料及宣传传染病的防控知识。

2、加强疾病检查工作。

每天由施工班组长做好工人的检查，突出以班组为单位的询
问制，通过一摸、二看、三问、四查的方式，细致地观察每
一个工人的.情绪与身体状况，有可疑病症，立即上报项目部。

3、保持寝室空气流通。开窗通风，保证室内空气畅通。



4、做好防范预案，每个寝室配备体温计，84消毒液，口罩等
物品。

5、加强工人个人卫生教育。教育工人饭前便后以及班后一定
要洗手，注意个人卫生，使用肥皂和流动水洗手，不喝生水。

6、启动应急预案。如发现工人发热特别是伴有咳嗽、咽喉疼
痛等，迅速隔离，立即带到正规卫生院就诊。

7、实行日报告和零报告制度。完善传染病报告，做到早发现、
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

当工地出现“传染病”疫情预警时，立即启动应急处置预案，
在第一时间采取如下预案：

1、在第一时间内向上级主管部门及辖区疫情防控指挥部报告。

2、对一般发热等病人的处理：

(1)出现发热咳嗽咽痛等症状，应及时就医，不得带病上班。
发热病人退热两天后，且无反复，项目部应对其隔离14天无
异常，才能回岗。

(2)在规定时间内向上级主管部门及高新区疫情防控指挥部报
告发热人数，并对病人作跟踪了解。

3、对可疑病例的处理

(1)发热病人经医院认为有传染病疑似病例嫌疑的，工地要立
即报告上级主管部门及高新区疫情防控指挥部。对在工地发
现的病人，要在第一时间进行隔离观察并报告指挥部医疗救
治组诊治。

(2)工地要对可疑病人所在寝室或活动场所进行彻底消毒;对
与可疑病人密切接触的人员进行隔离观察。



(3)可疑病人在医院接受治疗时，禁止任何人员前往探望。

(4)工地应根据可疑病人活动的范围，在相应的范围内调整施
工计划和安排。

4、对传染病人的处理

若“疑似病人”被医院正式确诊为传染病患者，工地要立即
向上级报告，并采取一切有效预案，迅速控制传染源，切断
传染途径，保护易感人群，具体要求是：

(1)封锁疫点。立即封锁患者所在寝室及班组，等待卫生部门
和高新区疫情防控指挥部的处理意见。

(2)疫点消毒。对工地所有场所进行彻底消毒，消毒必须严格
按标准操作，消毒结束后进行通风换气。

(3)疫情调查。工地应配合高新区疫情防控指挥部进行流行病
学调查。对传染病人到过的场所、接触过的人员，进行随访，
并采取必要的隔离观察预案。

5、根据相关规定，出现因疫情原因需要部分或全部停工，按
上级主管部门及高新区疫情防控指挥部最新决定执行。

建筑工地适当安排经费用于传染病疫情的宣传及防控工作，
确保处理事件的快速反应能力。

实行责任追究制。项目经理为第一责任人，分管领导具体负
责，各班组长直接负责，其余人员一岗双责。全体管理人员
必须把疫情的防控工作作为重要工作来抓，站在讲政治的高
度，以对工人高度负责的态度，认真做好传染病防控工作，
层层落实责任，做到防患于未然。对因工作不力、不负责任、
预案不当造成工地传染病疫情扩散传播或对施工人员健康造
成严重后果的，将按上级有关规定实行责任倒查，并追究相



关人员的法律责任。

疫情物资储备工作总结篇六

为贯彻落实各级政府及教育主管部门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要求，根据《xx镇中心学校开学准备工作
方案》，切实保障学生返校后就餐安全，结合学生实际，特
制定本方案。

组长：xxx

副组长：xxx

领导组下设办公室，王占奎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具体负责
食堂就餐所有人员疫情防控工作。

1、做好开学前的食堂消毒工作，严格检查确认从业人员及工
作人员个人健康状况。

2、严把新进食品安全，确保食堂安全，做好消毒期间的食堂
防护。

3、做好餐具，餐厅，操作间的日常消毒工作，做到“一餐一
消毒”。

4、按要求落实分时，分区，分批，错峰就餐，对餐厅聚餐师
生做好分散就餐指导。

具体是分三批就餐：

第一批：一年级三个班和五年级三个班344人就餐

第二批：二年级三个班和六年级三个班324人就餐



第三批：三年级三个班和四年级四个班352人就餐

5、鼓励师生自备餐具。

6、就餐排队，保持1米距离。

一旦就餐师生发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或可疑疫情，
应采取以下应急措施。

(一)疫情报告

（1）就餐期间发生新型冠状病毒或疑似新型冠状病毒传染病
人时班主任立即报告。

（2）学校接到班主任报告后，立即隔离，由学校报告人向县
卫健委和县教育局报告。

（二）应急措施

1、经医疗机构，卫生防疫部门确认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
应急时予以隔离治疗，隔离期间根据医学检查结果确定。

2、与传染病人或疑似病毒感染者，及时进行医学隔离观察。

3、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疑似传染者传染的场所，物品，
需及时做好消毒处理。

4、传染病已在医院接受治疗时，疑似感染者和密切接触者在
隔离观察时，严禁探望。

5、暂时停止学校集体活动，必要时上报教育主管部门申请停
课。

6、积极稳妥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涉及疫情信息待上级部门核
实后，由相关部门发布，不擅自发布，所有人员必须做到不



信谣，不造谣，不传谣。

疫情物资储备工作总结篇七

为了严格落实上级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相关文件要求，切
实保障全校师生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根据学校的实际具体
情况，制定本方案。

坚决把疫情防控工作放首位，成立由校长陈文哲为组长的疫
情防控后勤服务保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副组长为刘暖、杨
艳丹，小组成员为王央丹、吴怡博、黄春蕊、郑建聪、张进
班、林小容、陈青青、胡雅丽、林诗维、南盛洁，具体工作
由张进班、郑建聪、王恒方、韦明亮、陈秋微、胡贵英承担。
严格服从学校的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全力配合
好疫情防控工作，做好消毒、疫情登记、信息汇报等工作，
充分引导教职工对疫情正确的认识、科学的预防，增强自我
防护意识、提升自我保护能力，全方位落实联防联控措施，
保障学校疫情防控工作顺利进行。

一是与医疗器械供应商等加强联系，及时购买质量合格、数
量充足的防护物资，如消杀药品、用具和医用外科口罩、医
用防护服、体温计、护目镜、红外测温仪、喷壶等防护消杀
用品，保证假期防疫使用和开学后的防疫物资需求，做好物
质保障。

二是积极接受社会各界对学校疫情防控物资的捐赠，登记造
册、妥善保管，建立相应的管理台账，按照学校要求进行保
管、分发、使用，做到账目清楚，账实相符。

三是做好相关场所消毒工作，对校园办公区、传达室、楼梯
等公共场所每天进行一次消毒，在开学前提前一周做好全校
范围内的洁清和消毒工作，不仅做好室内消毒，还要做好室
外场地的消毒工作，尤其对学生课桌椅、门、劳动工具、饮
水机、洗手盆、水龙头等关键部位做好彻底消毒。



四是做好用水、用电、用网、广播、室外运动场所、教室内
外各项教学装备等等检查和维护维修工作，开学前一周要进
行全校范围各项设备大排查，确保正常用水、用电、用网，
确保校园广播、lde、廊灯、饮水机、卫生间水箱、水龙头的正
常使用，消除室外运动场所的安全隐患，确保教室内部各种
教学设备的正常使用，确保教室内外展板、门窗、课桌椅、
图书区物品的正常使用。

一是做好教师通风措施，教室属于人员密集区域，应加强空
气流通，最大限度引入室外新鲜空气。上课时打开前后门和
窗户，使教室具有良好的自然通风效果，加强室内外空气流
通；下课时任课教师及时让学生到操场等区域呼吸新鲜空气。
要加强御寒保暖措施，要做好防止门窗夹手等不安全事情的
发生。

二是抓好学校全方位无死角的保洁消毒工作，学校保洁消毒
人员为：王恒方、韦明亮、陈秋微、胡贵英，保洁消毒人员
工作期间必须穿好防护服、雨衣，佩戴口罩和一次性橡胶手
套，工作开始前和结束后洗手消毒，对所分管的公共场所，
每天三次通风，班主任每日对门把手用消毒液消毒处理，保
洁消毒人员每日对门厅、楼道、会议室、楼梯、卫生间以及
教室内部和绿地等公共部位进行消毒，尽量使用喷雾消毒，
每天两次使用84消毒剂，对垃圾桶进行消毒处理，当天产生
的垃圾必须清运处理，不能隔夜。室外保洁人员要做到全天
巡视，确保校园环境整洁。新型冠状病毒消毒常用消毒
剂：84消毒液、75%浓度的医用酒精（易燃，小规模使用）。
用喷雾器喷洒消毒液进行表面消毒，所有教学楼、室内风雨
操场每日消毒两次：早上6时由王恒方喷洒消毒，下午4时30
分由韦明亮喷洒消毒。垃圾场由两人轮流消毒，食堂赵晓珍
负责消毒。

三是做好“废弃口罩专用收集容器”的设置工作，防疫期间，
在教学楼、食堂、图书馆、风雨操场等重要位置设置废弃口罩
“专用垃圾桶”，要求广大师生将废弃口罩放入“专用垃圾



桶”中，并每天两次使用84消毒剂对“专用垃圾桶”进行消
毒处理。

三是要重视疫情第一手信息收集工作，及时报送信息分析研
判形势。所有清洁消毒人员都要做好疫情第一手信息的上报
工作，对发现的险情必须第一时间上报给领导小组，为有效
处置和科学决策提供第一手信息，同时密切关注学校的信息
发布，及时对学校的疫情防控实时要求做出反应，做到24小
时手机畅通。

四是提前准备临时隔离留观场所。坚持远离教学区的原则，
按照防疫要求在开学前准备好临时隔离留观场所，在开学后
根据疫情发展情况实时启用，临时隔离留观场所应储备足量
的口罩、防护衣、体温计、消毒液等防疫必备品，并全面做
好吃、住、用等服务保障工作。校卫生保健室郑建聪老师要
切实担负起临时隔离留观责任，并协同学校其他部门做好发
热筛查和疫情防控的知识培训、业务指导等工作。

五是做好教师在校用餐的防控管理工作，及时做好餐厅通风
和消毒工作，严格参照教师就餐保障措施和就餐程序就餐，
详情参见《柳市四小疫情防控教师就餐方案》。

六是加大疫情防控工作宣传引导力度。在学校宣传栏张贴防
疫宣传指南，通过学校led屏幕、学校微信公众号等开展疫情
防控宣传，引导师生科学预防、理性应对，消除恐慌，不信
谣、不传谣，提前做好舆情应对，规范疫情信息报送发布机
制。

疫情物资储备工作总结篇八

为做好春季学期学生返校疫情防控工作，加强防控物资储备，
根据省疫情防控应急综合指挥部《关于印发〈安徽省20xx年
春季学期学生返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物资储备工作方案〉的
通知》(皖疫指秘[20xx]27号)，制定本方案。



各中小学校、幼儿园应按照疫情防控系列工作指南要求，依
据疫情防控规范、指引及《学校基本防护防疫用品建议清单》
等，结合师生数和校园内后勤服务与保障员工数，以及校门、
学生公寓、办公楼宇等场所人员体温检测，校园重点公共区
域消杀等工作要求，科学测算口罩、测温枪(体测计)、消毒
剂等疫情防控物资储备需求。

镇中心校要加大统筹力度，合理确定全镇各学段学生返校物
资储备需求，配合做好疫情防控物资储备，返校前一周至少
准备可供两周使用的防控物资，并保障持续配备。

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原则，多措并举做好学生返校
防疫物资保障工作。镇中心校负责校用防控物资测算、统筹、
指导工作，对于水银温度计、乳胶手套、胶鞋、普通洗手液、
84消毒液、酒精等学校能够自行采购的防疫物品，要不等不
靠，立足自身解决。报请县教育局、县经信局根据学校防疫
物资需求清单，组织采购口罩、额温枪、一次性防护服、护
目镜、过氧乙酸呕吐应急处置包等物资，保障供应；开发区
市场监管所负责对采购防疫物资的质量进行监管，同时做好
学校食堂和食品安全指导与督查。

财政部门要统筹做好学校疫情防控物资资金保障，教育部门
和学校要统筹安排自有财力，做好学校疫情防控物资、设备
采购等经费保障，提升学校防控能力，保障学校正常运转。

（一）加强组织领导。镇有关部门要把春季学期学生返校防
控物资储备保障工作摆在重要地位，加强统一调度，加大工
作力度，落细落实举措，确保春季学期学生返校工作顺利推
进，保障师生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二）压实工作责任。镇有关部门要切实扛起责任，有序做
好储备工作。配合经信部门及时组织协调货源，确保学生返
校防疫物资持续供应。开发区市场监管所要严把物资质量关
口，确保防护作用发挥充分。财政要加强现有教育经费统筹，



优化教育支出结构，优先保障学校防控物资经费，加快资金
拨付使用，确保防控物资经费及时到位。镇中心校要科学测
算所需物资，主动对接经信、财政等有关部门，确保各类防
控物资储备保障到位。

（三）强化监督管理。加强统筹调度，畅通防控物资生产、
调拨、配送、发放等各个环节，确保事事有人管，件件有落
实。加强过程监管，规范物资和资金使用流程，建立防控物
资和资金使用管理台账，切实防止挤占挪用和损失浪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