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疫情物资保障应急演练方案(模板8
篇)

在编写调研方案时，我们还应当考虑到可能遇到的问题和风
险，制定相应的应对措施。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婚礼策
划案例，希望能给新人们在筹备婚礼时提供一些启发和参考。

疫情物资保障应急演练方案篇一

为有效应对当前新冠疫情，确保居民生活物资供应通畅，现
淄川经济开发区疫情防控期间生活必需品应急配送方案，物
资配送流程、联系电话等信息公布如下：

新星超市：负责西片各社区、北片各社区配送

好又多超市：负责东片各社区、南片各社区配送

米、面、油、肉、蛋、奶、蔬菜等基本生活必需物资

各社区依托“社区居民群众微信群”，安排专人收集汇总居
民物资需求及物资款，以社区为单位发至“开发区防疫生活
物资保障微信群”，开发区安排专人将社区需求汇总派发给
相应配送企业，由配送企业送至社区地点，再由社区安排志
愿者按照划分网格发放到居民家中。

各社区生活必需品每三天配送一次：第一日上午11点前将本
社区居民生活物资需求汇总发到“开发区防疫生活物资保障
群”，第三天下午配送到各社区。

社区干部、志愿者对不会使用微信、卧病在床、孤寡老人等
特殊xx要主动上门收集信息，代购配送上门。代购过程中所
有工作人员严格做好相关防护措施。不得收取服务费或加价
配送。各社区统筹安排配备1—2辆生活物资配送专用车辆，



为居民提供代购服务。

疫情物资保障应急演练方案篇二

(一)成立疫情防控工作小组

编制防疫预案，成立项目应急小组，建立24小时值班联络机
制，一旦出现疫情可以配合街道进行迅速处理。

(二)开展防疫培训

培训员工加强自我防护意识，指导大家正确佩戴口罩，强调
洗手的重要性。学习消杀的流程、方法和频次。

所有服务人员，门岗、巡逻岗、管理员、维修工、清洁工、
绿化工、监控中心值班人员等全体员工，并提醒员工勤更换
口罩。

(三)广泛发动宣传

配合街道的'防疫宣传，在通知栏、电梯、业主微信圈进行病
毒相关介绍、防护知识、最新进展等宣传。

(四)项目管控升级

防控期间非小区住户，快递、外卖等实施在门岗测量体温正
常方的进入。对外来车辆进入在门岗登记，并主动配合政府
部门进行人员排查。

根据街道指示暂时关闭小区东门和西门

公共服务区域(楼道、电梯、电梯、垃圾点位)每天消毒2-3次

本小区物业员工做好本职工作，



把各项防疫部署落实到位，

坚决做好防疫工作。

疫情物资保障应急演练方案篇三

为认真贯彻落实省、市疫情防控生活物资保障工作要求，保
障在疫情发生情况下管控区域生活必需品供应。根据甘肃省
商务厅《关于切实做好疫情防控期间生活物资保供稳价工作
的通知》（甘商务明电〔2022〕30号）以及庆阳市疫情联防
联控领导小组（指挥部）办公室《转发关于切实做好疫情防
控期间生活物资保供稳价工作的通知》（庆疫联防办发电
〔2022〕37号）和庆阳市商务局《关于印发〈管控区域生活
必需品保障工作方案〉的通知》（庆市商发〔2022〕14号）
精神，结合具体工作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为全面加强在疫情发生情况下管控区域生活必需品供应工作
的集中统一领导，切实保障好广大人民群众正常的生产生活，
经研究，决定成立全县商务系统管控区域生活必需品保障工
作领导小组，具体组成人员如下：

组长：

副组长：

成员：

（一）负责隔离点生活必需品供应保障。在县防控办的统一
指挥下，积极配合公安、卫生健康等相关部门，根据集中隔
离点生活必需品需求，协调大型综超、中央厨房等重点保供
企业，做好粮、油、肉、蛋、菜、奶、快餐盒饭等生活必需
品调配供应衔接工作，确保生活必需品“点对点”供应。

（二）负责封控区生活必需品供应保障。结合封控区“区域



封闭、足不出户、服务上门”的疫情防控政策，在防控办的
统一指挥下，协调相关部门畅通运输渠道，积极配合民政部
门推动大型综超、农贸市场、中央厨房与街道办事处、社区、
小区物业等单位对接，协助做好需求收集、帮助购买、物流
配送等工作，保障生活必需品供应。

（三）负责管控区生活必需品供应保障。结合管控区“人不
出区、严禁聚集”的疫情防控政策，在防控办的统一指挥下，
配合民政、卫生健康、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就近确定规
模适中、疫情防控措施到位的连锁超市、农贸市场、中央厨
房等企业作为便民服务点。及时发布区外保供企业名称、配
送品类、联系方式等信息，提倡无接触配送，满足居民消费
需求。

（四）负责防范区生活必需品供应保障。结合防范区“强化
社会面管控，严格限制人员聚集”的疫情防控政策，在县防
控办的统一指挥下，配合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确定与居
民生活密切相关的社区超市、便利店、美容美发、洗染、维
修等社区生活服务网点，推动开展正常营业。鼓励采取线上
采购、线下错峰配送方式，避免人群聚集。

（一）商务部门主要职责

1.确定保供企业名单。负责确定18户大型商超（见附表1），
确保在应急状态下，按照防控办统一指挥，并协调相关部门
衔接保供企业进行配送，保障居民生活必需品供应。

2.发布保供企业信息。负责在疫情发生后第一时间将确定的
保供企业名称、配送品类、联系方式等信息通过媒体进行发
布，配合社区开展线上线下集中配送，满足居民生活必需品
需求。

3.协调保供车辆通行。负责加强与防控办的沟通对接，确保
在疫情发生后，根据实际需求，协调落实管控区域生活必需



品配送车辆出行畅通。

（二）保障小组主要职责

1.第一组保障组

组长：卢俊卿

成员：夏庆明、李健、梅凯皓、张雪芳、田娟

主要职责：负责联系对接县疫情联防联控领导小组集中隔离
点管控组和城乡社区管控组。协调落实管控区域生活必需品
供应保障相关工作；负责协调相关部门做好集中隔离点、封
控区、管控区和防范区的餐饮服务供应保障衔接工作；负责
协调做好集中隔离点、封控区、管控区和防范区的蔬菜、大
米、面粉、食用油、肉类、蛋品、奶制品、方便食品等生活
必需品保障衔接工作。

2.第二组保障组

组长：陆斌

成员：黄欢明、何涛、张如男、杨洋、杨淑娴

主要职责：负责依据省、市疫情防控生活物资保障工作手册
和生活物资保障方案，修订完善《城区基本生活物资保障配
送工作方案》，明确不同区域配送标准和配送方式，指导各
乡镇确定本辖区快递物流、电商配送等保供企业名单，协调
做好集中隔离点封控区、管控区和防范区的生活必需品配送
衔接工作。

3.第三组保障组

组长：杨静



成员：田丹、李雪、俄克旭、余圆圆、武婷

主要职责：负责商贸流通领域市场巡查检查，配合市场监管、
公安等部门开展实地核查和质量抽检，维护市场经营秩序，
保障产品质量安全，打击哄抬物价、囤积居奇、制假售假、
以次充好等违法犯罪行为。负责指导市场保供企业落实好疫
情防控措施，配合第一、第二保障组开展管控区域生活必需
品保障衔接工作。

（一）全力落实好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指导商贸流通行业
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督促企业落实落细测温、扫码、
登记、消毒等日常疫情防控措施，巩固来之不易的疫情防控
成果。

（二）做好应急状态下生活必需品保障措施。充分认识疫情
防控下集中隔离点、封控区、管控区和防范区生活必需品供
应保障的特殊重要性，确保疫情防控期间能够迅速启动应急
机制，做好应急状态下生活必需品保障供应。

（三）加强监测预警提高保供能力。高度重视，加强价格监
测预警，通过全市、全县保供微信群加强与保供企业沟通交
流，及时协调解决企业反映的困难和问题，应急保供机制一
旦启动，要立即启动生活必需品应急保供日报制度，每天汇
总上报保供企业生活必需品库存及配送数量。

疫情物资保障应急演练方案篇四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商务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新冠疫
情防控生活物资保障工作指南（试行）的通知》和xx月xx口
省市县疫情防控调度会议精神，为确保我县新冠疫情发生时
的生活物资供应，特制定本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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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机构

县疫情防控指挥部设生活物资保障组，由发改委、经信（商
务）局牵头，粮食、交通运输、农业农村、市场监管、公安、
城管、宣传、教育、民政、财政、应急、统计等部门参加，
协调解决我县疫情重点地区生活物资保障工作。

（二）工作职责

负责督促超市卖场、农批市场、农贸市场、食品生产、水电
供应、物流企业等做好米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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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等生活物资供应保障工作；
加强生活必需品的实时监测和需求预测；加强对居民用水用
电的供应保障工作；对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进行基本生活救
助；做好生活必需品的价格监控，严厉打击哄抬物价、囤积
居奇、制假售假等违法行为；统筹做好生活物资运输工作，
为配送、调运创造条件，确保运输通畅；完成领导交办的其
他工作。

发改委：牵头疫情防控生活物资保障工作。

经信（商务）局：牵头疫情防控生活物资保障工作；建立蔬
菜、食用油、食盐等重要生活必需品储备制度，足额保障疫
区生活物资；搞好电力、通信保障工作，保障疫区电力供应，
通信通畅；保证疫区成品油足额供应。

粮储中心：负责粮源的组织安排；按规定程序动用粮食储备；
建立粮食市场信息监测日报制度；及时掌握粮食供应、库存
情况及价格变化情况，及时作出预警；加强统筹调度，做好



粮食加工、配送、供应等环节的有效衔接、确保各环节运行
畅通，保障高效；加强舆论引导，通过主流媒体及时发布准
确粮食市场供求信息，引导消费者理性消费，避免出现不必
要的排队抢购行为。

交通运输局：全力做好生活物资运输通道保障工作，疫情防
控时期，粮油、蔬菜、肉蛋奶、畜禽及产品、水产品等重要
生活物资及种畜禽纳入应急运输保障范围，落实生活物资运输
“绿色通道”制度，确保生活物资优先顺畅通行；统筹做好
生活物资运力保障工作，充实完善道路货运应急运力库，摸
清xx公司、xx物流等企业运力状况，提前做好车辆运行检查，
并保持企业负责人和车辆驾驶员的通信畅通，确保能够随时
投入应急运输任务，加强对市场生活物资运力情况监测，遇
有生活物资运力困难时，及时组织运力补充，确保生活物资
及时送达；及时做好生活物资运输途中协调工作，加强与生
活物资来源地、运输行经地交通运输部门联系，确保我县生
活物资快速运达。

农业农村局：积极组织农业企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开展农
业生产；摸清粮食、蔬菜、畜禽等产品生产情况；配合做好
农产品市场保供应急工作。

市场监管局：做好生活物资的价格监管和食品安全、质量安
全监管；加强对生活物资特别是粮油、蔬菜、肉蛋奶等的价
格巡查力度；严厉打击哄抬物价、囤积居奇、制假售假等价
格违法行为。

公安：坚决遏制和打击不实传言和恶意炒作，对于故意造成
社会恐慌情绪的违法违规行为，坚决采取果断措施处置。

城管局：加强居民用水用气监测预警，协调做好供应保障。

宣传部：加强生活物资供应情况方面的信息发布和宣传报道；
及时组织志愿者参加疫情防控志愿活动。



民政局：掌握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生活必需品需求情况，及
时进行基本生活救助；指导各类养老机构、特困人员供养机
构、儿童福利机构、精神福利机构等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财政局：负责市场供应应急处置相关的财政资金保障工作。

应急管理局：做好相关生活应急物资的调配工作，及时调拨
物资，完善相关手续，并对物资的是用提出明确要求，使用
完毕，清洗、消毒后入库。

统计局：为疫区生活物资供应保障工作提供数据支持。

生活物资保障涉及面广、涉及部门多，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
位，充分认识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切实加强组织领导，认真
履行本部门职责任务，加强信息共享，及时沟通情况，形成
工作联动，保障疫情防控期间全县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
稳定社会秩序。同时，各相关职能部门或系统依据各自职责，
必须细化工作方案和应急预案。

疫情物资保障应急演练方案篇五

为最大限度减少人员流动，严防交叉感染，保障防控期间的`
物资供应，经镇防控指挥部研究，特制定如下工作方案。

在镇指挥部的统领导下，为加强供给，严稳市场，保障群众
基本生活，经指挥部研究，成立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及工作专
班，各村相应成立专班队伍。镇领导小组由镇长任组长，委
副书记任常务副组长，委宣传委员任副组长负责日常工作，
专班由经济发展办、社会事务办、政办、派出所、市监和农
业服务中心负责同志组成。

１、领导小组工作专班负责未经许可经营场所（点）的关停；
物资采购、配送、贮存、台账管理以及相关事务统筹安排处
置。



２、各村工作专班由村支部书记负总责，供应点人员、村务
监督委员会成员参与。负责配送前一天的物资需求登记，供
应点的消毒、购物人员登记、物资的平价供应，保证村内所
有人员足不出村就可到所需生活物资。

３、镇市监所负责宣传并关停未经许可的经营场所，并且对
定点的超市，对来往人员实名登记、测量体温，建立可追溯
制度。同时规定进出人员必须戴口罩，搞好场所内消毒。

４、镇社会事务办负责监督物资组织和生活物资购价，搞好
配送、蔬菜冷藏、台账管理，采用专车进货并配送到村的方式
（原则上在村干部卡点值守附近），保障供应，尽量减少人
员流动。农业服务中心负责保证大米充足供应。

５、派出所负责拒不执行关停的经销门店的打击，重点强制
关停菜市场及其它露天经营点，严禁村民擅自出村到街道生
活物资，巡查各村经营门店关停情况。

6、如有买品牌奶粉、药品等个性化需求的（烟酒等非必须品
除外），请大家单独列出，在群内报市场监管所罗所查收确
认，由罗所负责统计。市场监管将尽可能协调满足，如果还
有差距，镇指挥部将专门报送市保供专班协调。

１、采购及配送专班要公开物价，及时组织，保障供给，不
得虚报冒领、哄抬物价、以劣充优，一经发现，将严肃追责。

２、镇市场整治专班要令行禁止，雷厉风行，不打折扣，不
得变通，否则，将视情况通报上级主管部门予以处理。

３、各村要履职尽责，搞好服务，切实维护广大的根本利益。
严格管控供应点的日常经营，每日申报生活物资需求目录与
数理，保障群众足不出村的物质采购。对不担当、不作为、
乱作为者严肃查处。



４、各驻村干部和驻村工作队密切配合，精心组织，加强监
管，平稳市场，全力维护防控期间的社会稳定。

疫情物资保障应急演练方案篇六

在物资供应过程中，发现需要协调沟通的问题，及时报应急
保供工作领导小组协调解决，确保物资供应顺利完成。

为应对新冠疫情发生时封控区的生活物资能顺利配送到户，
有效保障我镇群众的基本生活需求，结合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制定配送流程。重点制定好疫情发生时生活物资如何
从集中配送点分送到户的工作路径、联络机制、分配方式等
流程，确保生活物资能顺利配送到居民手中，有效保障当地
群众基本生活需求。

（二）突出重点环节。设置生活保障物资的储存点，如超市、
便利店、临时仓库等，负责存储和接收物资；各村根据小区、
组、户数等实际情况，每个村设置1个以上集中配送点，负责
分装物资；各组合理配备志愿者数量。

指挥长：熊雨春镇党委书记

副指挥长：王凌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罗朝飞镇党委委员、人大主席

成员：李吉松镇党委副书记

金鑫镇党委委员、纪委书记

王永胜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

王兴宇镇党委委员、宣传委员



罗大雄镇党委委员、政法委员

宿华伟镇党委委员、副镇长

袁端雄镇人民政府副镇长

陆昌丽镇人民政府副镇长

黄加建镇人大副主席

王文萍罗悃卫生院院长

陈英罗苏卫生院院长

杨光佐沟亭卫生院院长

各村驻村工作队队长、第一书记、村“两委”主要负责人。

（一）摸清人员情况。镇政府组织辖区内各村，以村为工作
单元，通过网格摸排方式提前对辖区内居民信息进行收集、
登记，至少包括居民姓名、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具体到
门牌号）和联系电话，提前摸清人员信息。

（二）规划集中配送点和组织配送力量。疫情发生时，生活
保障物资由镇储存点（超市、便利店、临时仓库等）迅速运
往村里的集中配送点，再由集中配送点按照合理标准进行分
装，志愿者根据服务的区域到相应集中配送点领取物资，进
行配送到户。

1.合理确定集中配置点数量。以村为单元，充分考虑到各组
的户数，合理安排各村需要设置的集中配送点数量，用于临
时存放、分装物资。

2.科学选取集中配送点。以村为单元，充分考虑到各组的户
数和区位分布等，选取配送点位置。充分利用村里小卖部、



物业用房、空旷场地等，搭建临时帐篷、备桌椅、设登记处，
设置一米安全线，按要求对配送点周围环境进行消杀，设置
醒目标识牌。

3.有效配备配送人员。以村为单位，利用网格，用好联户长
和志愿者，按组合理配备配送员数量。每个村要根据实际情
况，提前规划人员及工作流程，明确安排接货人员、卸货人
员、配送人员及联系方式等。对于交通不便、道路较远的`农
户，在实际分配配送人员时，要适当予以倾斜，确保配送力
量有一定充裕度，确保封控村生活物资配送到户。

（三）严格执行封控区配送流程。封控区的生活必需品配送
实行套餐制，主要品种为米、油、蔬菜、肉类等生活必需品，
并明确价格。按照足不出户原则，物资送达配送点，由配送
点负责人进行清点登记，并联系户长和志愿者在做好个人防
护情况下送到每家每户门口，配送员离开后居民方可开门领
取，避免与配送人员直接接触。

（四）提前做好动员宣传准备。要做好“前期准备”宣传工
作，主要宣传配送流程、集中配送点位置信息、集中配送时
间段等，让群众了解到各种配送信息、配送方式，提高实际
配送效率，减少矛盾纠纷。

四、工作要求

（一）做好值班值守。要坚决落实好疫情防控物资保障相关
工作，严格执行领导带班和24小时值班制度，做好信息报送
和突发事件处置工作。根据应急预案，按程序及时启用生活
物资配送方案，保障新冠疫情期间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

（二）加强宣传引导。利用各村、各网格微信群、村委会小
喇叭等多种形式进行宣传，提高群众知晓率，缺少物资不要
慌，蔬菜到了不要抢，安心在家等配送，确保疫情期间能让
广大人民群众安心居家防疫。



疫情物资保障应急演练方案篇七

为有效预防和及时消除因发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时引发的.生活必需品异常波动，满足居民日常基本生活需要，
维护社会稳定，保证市场供应，制定本预案。

（一）成立生活必需品保障应急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叶炳如党组书记、局长

副组长：罗东旭党组成员、副局长

葛洋洋党组成员、总经济师

姚勇党组成员

程刚党组成员

成员：各股室及市场服务中心、执法大队负责人

（二）领导小组主要职责

1.制定和组织实施本预案。

2.做好生活必需品及成品油市场运行监测，判断市场运行状
态。

3.及时向区委、政府和市商务局报告市场异常波动态，统一
组织、配合发改委等有关部门开展市场保供应急工作，督促、
检查应急商品调剂、征购及组织调运等工作，保证市场供应。

4.做好宣传工作，引导理性消费，稳定市场。领导小组下设
市场监测信息组、市场供应保障组。商务领域常态化疫情防
控工作按商务局（2021）3号文件执行。



市场监测信息组：组长：姚勇，成员：王全、黄紫妍。负责
做好生活必需品、成品油、口罩、消毒液等物资市场监测，
适时发布市场监测信息，有效指导生产经营，促进产销衔接，
引导居民消费，稳定市场预期；负责政策措施的宣传，市场
运行动态的信息收集、整理、上报等工作，如发现异常情况
及时报告、迅速处置。

市场供应保障组：组长：罗东旭，成员：王全、任长娟。负
责了解和掌握生活必需品、成品油、口罩消毒液等应急商品
储备量和市场需求量，联系和组织货源，协调重点流通企业
将应急物资投放市场，保障市场供应充足，物价稳定。

出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时，当生活必需品供求严
重失衡，出现异常波动，在较大范围内引起抢购，价格猛涨
和商品脱销，影响社会稳定等现象，应立即启动应急预案。
领导小组在接到生活必需品或成品油市场异常波动的情况报
告后，应在1小时内向区政府报告，并同时上报市商务局。

一是启动应急工作制度，安排专人值班，密切关注形势变化，
及时掌握各区域市场动态，分析市场形势，准确判定应急状
态。

二是根据区疫情防控指挥部的部署，区商务局各股室及中心、
大队应各司其职，与各部门相互协作，共同配合，抓好各项
应急保障措施的落实，积极对接相关应急企业，做好市场供
应稳定工作。

三是做好宣传工作，保障应急预案落到实处。

四是按照区局领导小组安排，及时组织生活必需品供应、报
告市商务局调动市级储备冻猪肉投放市场，确保市场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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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加强新华西路办事处辖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物资保
障工作应急能力，做好疫情防控和重要生产生活物资保障工
作，落实好居民基本生活物资、一般医疗防护物资、应急防寒
(防暑)物资采购、储备工作，根据《内蒙古自治区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实战手册》要求，结合我办实际情况，特制定
本应急预案。

根据《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呼和浩特市应对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控工作指挥部118号文件》等有关法律法规,
按照“高度重视、依法防控、积极应对、科学处置”的原则,
结合《内蒙古自治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实战手册》，进
一步提高专项应急处置能力,全力降低和控制疫情的.传播及
蔓延,科学、规范、有序的做好辖区疫情应对及防控工作。

(一)成立工作领导小组

成立新华西路办事处今冬明春季新冠肺炎疫情应对防控物资
保障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

组长:张利俊(党工委书记)

吴志华(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

副组长:蔡建勋(党工委委员、武装部部长)

成员:丁娟(党政综合办公室)

斯琴(基层党的建设办公室)

马郝强(基层党的建设办公室)

张丰(基层党的建设办公室)



(二)工作职责

新华西路办事处疫情防控物资保障工作领导小组负责从区物
资保障组领取、发放物资，购置、保管疫情防控物资。为被
管控小区居民提供消杀用品、必要的生活物资(蔬菜、粮油、
水果、肉类、蛋、奶等),为慢性病患者代买常用药品。

领取大件物品由办事处130卡车去区应急库房领取，领取后直
接发给各核酸检测点，小件物资由公车领取放回办事处一楼
玻璃房，领取人马郝强，各监测点分别派人来办事处领取，
台帐记录:丁娟，物资发放:斯琴、张丰。

工区库房和四楼库房清单附后。

社区常备物资喇叭、额温枪、消毒液、喷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