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食堂物资采购方案(模板5篇)
无论是在个人生活中还是在组织管理中，方案都是一种重要
的工具和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应对各种挑战和问题，
实现个人和组织的发展目标。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
比较优质的方案吗？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方案策划范文，
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食堂物资采购方案篇一

根据居民近期旅行史或居住史、目前健康状况、病例密切接
触史等判断其传播疾病风险，将居民划分为三类：

（一）高风险人员。来自疫情防控重点地区和高风险地区的
人员；确诊病人；疑似病人；正在实施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的
无症状感染者；正在实施集中或居家隔离医学观察的密切接
触者；其他需要纳入高风险人员管理的.人员。

（二）中风险人员。来自疫情中风险地区的人员；有发热、
干咳、气促、呼吸道症状的人员；实施居家观察未满14天的
治愈出院确诊病人；解除医学隔离未满14天的无症状感染者；
其他需要纳入中风险人员管理的人员。

（三）低风险人员。来自疫情低风险地区的人员；高风险、
中风险人员以外的人员。

（一）高风险人员。来自疫情特别严重的湖北省的人员应当
自到达目的地开始实行集中隔离医学观察14天。

来自其他高风险地区的人员应当自到达目的地开始实行集中
或居家隔离医学观察14天。

确诊病人、疑似病人应当在具备有效隔离条件和防护条件的
定点医疗机构隔离治疗至符合出院标准。



无症状感染者应当实行集中隔离医学观察14天，原则上连续
两次标本核酸检测阴性（采样时间至少间隔1天）后可解除隔
离。

密切接触者应当实行集中隔离医学观察，不具备条件的地区
可采取居家隔离医学观察，医学观察期为与病例或无症状感
染者末次接触后14天。

相关机构和社区负责对高风险人员进行严格管控。

（二）中风险人员。来自疫情中风险地区的人员应当自到达
目的地开始居家隔离医学观察14天。

治愈出院的确诊病人、解除集中隔离的无症状感染者应当居
家隔离医学观察14天。

中风险人员应当严格落实居家隔离医学观察要求，自觉接受
社区管理。

（三）低风险人员。体温检测正常可出行和复工。

居民可通过申领个人健康码、健康通行卡等健康认证满足出
行和复工需要。

（一）个人健康码申领。已建立个人健康码管理平台的地区，
居民通过网络平台进行个人健康码申领，系统自动按照健康
风险高低审核生成红、黄、绿等三色“健康码”。

孤寡老人、远郊农村人员等没有条件通过网络平台申领的人
员，可由社区人员负责代为申领并生成纸质“健康码”（有
效期14天）。

（二）健康通行卡申领。不具备条件建立个人信息码管理平
台的地区，居民自行填写个人健康申报表（各地根据实际自



行设计申报表样式），符合低风险人员条件的，经社区（村）
审核通过，发放加盖社区（村）公章的健康通行卡（有效
期14天）。

食堂物资采购方案篇二

根据国家20xx年度地震趋势会商会把辽蒙交界地区确定为全
国地震重点危险区，各地区都要有一定量的自身储备。按照
自治区防震减灾应急准备工作检查组的要求，为进一步落实
我旗防震减灾应急准备工作，特制定奈曼旗抗震救灾应急物
资紧急采购工作方案。

在《工作方案》制定过程中，我们将此《工作方案》与奈曼
旗抗震救灾应急指挥部各成员单位进行了充分的沟通，对所
需物资采购方式、数量、种类等进行了广泛的'征求意见,旗
政府办公室法制科对《工作方案》的合法性也进行了审核监
督，确认可行。

（一）基本情况、核定标准、所需数量

1.奈曼旗大沁他拉街道主城区现有人口7.2万人，居民户
数2.5万户，按照受灾且需集中安置的人数为3600人计算。

2.根据《破坏性地震应急条例》有关规定，确定将受灾群众
集中安置在应急避难场所共10天，物资需求量按每人每天应
急粮食1公斤、应急饮用水2公升、帐篷一顶可住5人（按8人
折算）、每人一张折叠床、一床棉被计算。

3.初步按集中安置受灾群众3600人，至少储备10天的应急物
资估算。

应急物资：棉帐篷450顶（8人/顶），棉被3600床，折叠
床3600张，强光手电筒（照明）720个，哨子（报警）100个，
收音机（救援信息）100台。



应急食品、饮水等：方便食品3.6万公斤，矿泉水7.2万公升，
驱蚊虫药物（喷雾瓶装）720瓶。

应急药物：消毒酒精（75％）720瓶。

（二）现有物资及采购计划

1.奈曼旗救灾物资储备库，现有储备物资目录为：棉帐篷275
顶，单帐篷90顶，折叠床255张，棉被2634床，棉衣270件，
棉大衣556件，单衣531件，远光手电筒33个（防汛用），发
电机3台。奈曼旗20xx年防汛抗旱物资储备需求计划：已购买
强光手电筒200个。奈曼旗红十字会相关救灾物资储备情况：
棉帐篷38顶，单帐篷69顶，棉被23床，折叠床30张。

2.紧急采购计划（总计622.4万元）

由旗发改委询价并招标采购（合计62.05万元）：折叠床3300
张，棉被950床,强光手电筒（照明）520个，哨子（报
警）100个，收音机（救援信息）100台。

由旗商务局负责与大型超市签订应急供应协议（合计559.44
万元）：方便食品3.6万公斤，矿泉水7.2万公升，驱蚊虫药物
（喷雾瓶装）720瓶。

由旗卫健委负责与疾控中心签订应急供应协议（0.864万元）：
消毒酒精（75％）720瓶。

（三）抗震救灾专项预算及预算计划表

1.财政要将抗震救灾专项资金列入年度预算。

2.紧急拨付给旗发改委62万元。确保紧急采购奈曼旗抗震救
灾应急物资，及时进行物资储备。



3.预留应急物资储备资金560万元。预留559万元，给旗商务
局待进行灾民集中安置时应急使用；预留1万元，给旗卫健委
待进行灾民集中安置时应急使用。

食堂物资采购方案篇三

自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拟对机关食堂生鲜食物采取比
选专业经销商（以下简称经销商）统一配送方式进行采购，
现邀请符合资质条件的经销商按要求参加比选。

自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机关食堂生鲜食物采购配送

肉、禽、鱼、瓜果、蔬菜等。

参加比选经销商资质条件及需提供资料

1.具备与采购配送内容相关的《工商营业执照》；

2.具备与采购配送内容相关的《食品流通许可证》；

3.企业和法人三年内未被列入失信名单。

（二）需提供资料要求

1.工商营业执照（即：社会统一信用代码证书，正、副本复
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2.食品流通许可证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7.法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8.法定代表人授权
参加本次比选活动的合法代表，提供法人委托书、受托人身
份证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各参与比选的经销商必须在20xx年12月19日14：50分前，按



规定要求将参加比选的相关资料加盖单位公章并密封后送达
指定地点。逾期不再收取比选资料。

自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汇东路428号）七楼劳动关系
科

联系人：

电话：

20xx年12月19日下午15时，自贡市人力资源和保障局七楼小
会议室。

比选原则

我局将组成比选组对参加的经销商提交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查，
经审查合格的`经销商，采取现场三轮报价，以最终报价折扣
最低（市场价的百分比）的作为本次采购的成交供应商。若
出现报价折扣相同的情况，则以注册资金最高的经销商为中
标经销商。

食堂物资采购方案篇四

“四早”（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是传染病防
控的重要手段。为有效推动“四早”落实，助力新冠肺炎疫
情歼灭战，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预案，结合新冠肺炎疫情特
点和发展趋势，在总结前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经验教训
基础上，制定本技术方案。

为进一步提高早期发现病例的能力，各省（区、市）应当设
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监测网络，该监测网络成员单位包括各
级各类医疗机构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一）病例监测报告。



1.监测对象：发热（体温大于37.4℃），伴上呼吸道症状，
有可疑接触史或旅行史者。

2.监测时间：截至2020年12月，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和疾控机
构每日开展病例监测排查工作。

3.监测地点：所有门急诊、发热门诊和住院病房等相关诊室
均开展病例监测工作。

4.标本采集及实验室检测：医疗机构采集病例临床标本（详见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五版）》标本采集与检测
部分），送当地指定的疾控机构或医疗机构或第三方检测机
构实验室进行检测。承担检测工作的机构接到标本后应当立
即开展检测，24小时内完成并反馈检测结果。

5.环境标本监测和血清流行病学调查：根据实际需要适时开
展。

6.流行病学调查：疾控机构接到病例报告后应当立即开展流
行病学调查，并于24小时内完成。同时，快速追踪密切接触
者，防止疫情蔓延。

7.病例报告：医疗机构发现病例后立即进行网络直报，疾控
机构接到报告后应当立即调查核实，并于2小时内完成三级确
认审核。无网络直报条件的填写传染病报告卡并在2小时内寄
送疾控机构，由疾控机构进行网络直报。医疗机构需在24小
时内，根据实验室检测结果，结合病情进展及时对病例分类、
临床严重程度对网络直报病例进行订正。

（二）聚集性疫情监测报告。疾控机构接到聚集性疫情报告
后2小时内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管理信息系统进行网络直
报，同时报告当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由当地卫生健康行政
部门立即报告当地人民政府，同时报告上级卫生健康行政部
门和国务院卫生健康主管部门。



（三）社区疫情监测。联防联控、群防群控，基层社区
（村）、单位实行网格化管理，做好辖区和单位内人员往来
摸排、健康监测登记和体温监测，发现可疑病例及时向附近
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者医疗机构报告。

（四）单位和个人监测。鼓励单位和个人发现新冠肺炎病人
或疑似新冠肺炎病人时，及时向附近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
者医疗机构报告。新冠肺炎病人或疑似新冠肺炎病人拒绝配
合的，依据《传染病防治法》中乙类甲管类条款，可强制执
行。

（一）隔离医学观察及密切接触者管理。各省份应当设置集
中医学隔离观察点。发现相关病例后，立即采取隔离措施，
追踪密切接触者，落实可疑病例就地医疗救治和疫情防控的
属地化管理，防止疫情扩散蔓延。同时，做好医务人员防护
措施，严防院内感染。县（区）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会同相
关部门组织实施密切接触者追踪和管理，应当根据密切接触
者管理方案（第五版）明确解除隔离标准。

（二）医疗救治。各省份指定定点收治医院，并成立医疗救
治专家组，在出现病例后，指导收治医院做好医疗救治工作，
推进医疗救治关口前移，提早提供医疗服务，加强对轻症患
者的医疗救治，减少轻症向重症的转化，重点加强重症病例
救治，降低病死率。各医疗机构根据《诊疗方案》对病人进
行分类治疗，采用对症和支持治疗、抗病毒、抗炎、中西医
结合等方法综合施治，对符合解除隔离和出院标准的病人及
时安排解除隔离或出院。

食堂物资采购方案篇五

为更好提升食堂服务，本着食材采购物美价廉、服务及时原
则，制定本暂行方案。

采用集体研究，分类定点方式进行采购，比价格比服务，从



有良好信誉的供应商中择优选取。食材暂定分类为12大类(后
期调整)：蔬菜类、猪肉类、水产类、食用油类、大米类、调
味干货类、家禽畜牧类、零星食材类、水果类、饮品类、蛋
品类、半成品类。

有意愿的供货商于每月的20日之前到机关服务中心101室登记
并索取分类报价品名表，须提供：营业执照、法人身份证、
商品流通许可等复印件，并签字加盖公司印章。

按实际发出的分类报价品名表填写有效期内定价价格，于每
月24日前（遇节假日顺延），将定价表纸质版（2份）送至区
大院机关食堂101室，逾期不再接收。注意事项：各供应商报
价自行密封，报价需盖公章签名。分类报价需完整，出现漏
报、未报或更改品项内容一律视为无效表格。

采购组集体研究确定供应商：机关服务中心将抽调人员组成
工作小组，对供应商的各类报价进行比较，选取比重数值最
低的供货商为最终供应商，比重数值第二低的.为备用供货商，
以此类推。采购组于28日之前通知各选中供货商，并于当天
下午签订合同（合同期为1个月）。

被选中供货商在合同期间，严格把好质量关、数量关，按照
甲方指定的地点、时间配送到位，合同期间因质量、数量、
服务等问题被开单警告三次（含三次）即刻终止合同，今后
无报价资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