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活物资保障应急预案卫健委(通用9篇)
诚信是一种自律和约束力，能够使个人更加坚定地遵守道德
规范。如何在网络时代维护诚信原则，防止虚假信息传播？
以下是一些关于企业诚信管理的案例，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生活物资保障应急预案卫健委篇一

根据国务院颁布《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民政部制
定的救灾应急程序及天津市有关部门救灾应急响应制定此救
灾物资调运应急预案。此应急预案适用于中央级和市级所储
备的所有救灾物资的调拨运输。

救灾物资储备站根据民政部、市民政局关于调拨救灾物资的
指令，做到准时、安全、保质、保量、顺利地将救灾物资发
送到指定地点。

调运救灾物资必须坚持部门联动，按照事先已协调好的渠道，
联合铁路、公路、航空，驻津部队、武警部队及其它社会力
量，确保救灾物资调拨顺利完成。

根据启动应急预案程序，建立不同级别的指挥部。启动二级
应急预案指挥部组成如下：指挥长：市民政局救灾救济处领
导、市救灾物资储备站领导共同担任。成员有：市民政局有
关部门、储备站有关部门、运输、搬运有关人员组成。启动
一级应急预案指挥部组成人员如下：指挥长：市民政局分管
局长担任；成员有：市民政局救灾救济处、优抚处、救灾物
资储备站、铁路、公安、驻津部队、武警部队、交通等有关
部门人员参加。两级指挥部下设三个工作小组。

1、对外协调组

其任务是：负责按照调拨指令，协调公路、铁路运输及时向
铁路部门报送运输计划，组织物资搬运人员及其它和调运物



资有关的对外协调事宜。

2、物资调运组

其任务是：负责按照调拨指令，安排救灾物资的出库品种及
数量，做好搬运人员的劳力分配和搬运装车计划，负责用已
有的机械设备配合搬运人员将物资装车发运。

3、后勤保障组

其任务是：负责所有参加实施应急预案的工作人员的饮食饮
水、办公用品使用保障通讯畅通、防寒避暑用品、雨具等其
它后勤保障、安全保卫工作及库区内车辆疏导等工作。

为确保应急预案的顺利实施，圆满完成救灾物资的调拨任务，
天津市救灾物资储备站应在资金及有关物质上进行必要的储
备。

1、资金储备应不少于20万人民币，其用途主要为：

（1）紧急情况下垫付航空、铁路运费；

（2）公路汽车长途、短途运输费用；

（3）物资搬运费用；

（4）参加实施应急预案人员的集体饮食、饮水等费用。

（5）指挥人员、工作人员及相关人员的交通、通讯及工作相
关的必要开支。

（6）在此预案执行过程中需保障的必要经费开支。

2、设备、物质保障



天津市救灾物资储备站根据实际工作情况，应储备部分应急
物品以备工作之需。

（一）设备保障

(1)3吨——5吨的叉车不少于4台；

（2）安装有通讯设备的救灾专用车辆1台；

（3）人工助力搬运设备不少于10台；

（4）电动传输设备不少于2台；

（5）对讲机10台；

（6）应急灯20台，手电筒20支；

（7）柴油1000升。

（二）物质保障

（1）军大衣100件；

（2）雨鞋、雨衣100套；

（3）睡袋20个；

（4）急救包100个；

（5）手套200付；

（6）口罩200个；

（7）其它工作、生活急需物品。



天津市救灾物资储备站物资调运应急预案共分两级，第二级
预案对应的是国家救灾应急第四级或第三级程序。第一级预
案对应的是国家救灾应急第二级或第一级应急程序。与天津
市救灾应急二级响应相同。

二级应急预案：

1、二级救灾物资调运应急预案启动的条件

当国家决定启动四级或三级救灾应急程序，天津启动相应的
应急响应，且收到调拨救灾物资指令时。

2、预案内容如下：

（1）应急预案启动两小时内，指挥部成员在救灾物资储备站
集合，集中办公；

（2）三个工作小组成员120分钟内集中到救灾物资储备站一
楼会议室领受指挥部命令；

（3）对外协调组在领受指定任务后应做好如下工作：

1)根据物资调拨的方向及任务量，落实好铁路（航空、公路）
运输计划；

2)120分钟内安排好公路运输车辆台次；

3)安排还不少于30人的人力搬运，车辆与人员在6个小时内进
储备站开始工作；

5)物资发出后做好与救灾物资接收方的协调工作，以及其它
善后事宜。

（4）物资调运组在接受指挥部命令后应做好如下工作：



1)按照负责分工，明确岗位，上岗待命；

2)检查作业机械设备，调试完毕，使其达到完好状态；

3)按照救灾物资调拨计划，分清种类并计算好应发运物资的
货架数量；

5)物资装车发运后，与对外协调组进行联系，通报发运情况；

6)报告指挥部救灾物资发运方式，装车(机)发出时间，任务
已完成。

（5）后勤保障组在领受指挥部命令后应做如下工作：

1)检查各种通讯设备、信息传输设备是否完好，并使其达到
正常工作状态；

2)检查油料储备是否充足，加油设备是否达到工作状态；

3)根据指挥部指示，准备必要的应急办公设备及用品；

4)按所定的人员数量及工作量，采购储备一定量的食物、饮
水和副食品；

5)检查并准备防寒、避暑、雨具以及劳保、安全防护用品，
以应急时使用；

6)配备好作业区夜间照明设备，使其随时可以使用；

8)安排好预案实施过程中的安全保卫工作。

3、二级救灾物资调运应急预案的终止。

当救灾物资全部发运完毕，上一级组织决定结束相应的应急
程序及预案时，救灾物资应急预案同时终止。



一级应急预案：

1、一级救灾物资调运应急预案启动的条件

当国家决定启动二级或一级救灾应急程序，天津市启动相应
的应急响应，且收到紧急调拨救灾物资指令时。

2、预案内容如下：

（2）对外协调组必须做好如下工作：

1)第一时间通知铁路、航空等部门，并立即进驻，根据调拨
数量，落实好装运计划；

2)90分钟内安排好陆路运输车辆台次及所需搬运人员；

3)所有车辆与搬运人员在180分钟内进入操作场地并开始工作；

5)物资发出后，做好与接收方的协调工作，以及其它善后事
宜。

（3）物资调运组在接受指挥部命令后，必须做如下工作：

1)按照责任分工，全员到作业区上岗；

2)在第一时间，立即将作业机械设备调试到临阵状态；

3)按照调拨计划，分清种类，计算好应发运物资的货架数量；

5)8小时工作时间装车不得少于6000顶单帐篷或3000顶棉帐篷；

6)物资装车发运后与对外协调组进行联系，通报发运情况；

7)报告指挥部救灾物资发运方式，装车(机)发出时间，任务
完成情况。



（4）后勤保障组在领受指挥部命令后，必须做好如下工作：

2)储备的油料，做到在工作第一线随时可以调用；

3)根据指挥部的指示，安装必要的应急办公设备，以及准备
其它办公用品；

4)按照实施此预案的人员数量及工作量，立即采购相应量的
食物、饮水及副食品；

5)配备好防寒、避暑、雨具、劳保、安全防护用品，随时使
用；

6)夜间工作所需照明设备，达到完好无损，并配有备用品；

7)作业区内的车辆按指定顺序停放，保证大型运输车辆通行
无阻；

8)安排好预案实施过程中的安全保卫工作，充实保安力量，
必须做到岗位人人负责。

（5）一级救灾物资调运应急预案的终止。

当上一级决定结束相应的应急程序及预案时，一级救灾物资
调运应急预案同时终止。

生活物资保障应急预案卫健委篇二

根据《xx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关
于切实做好疫情防控期间生活物资保障工作的紧急通知》
（省疫情防控〔2020〕5号）精神，结合我区工作实际，特制
订本方案:

当前，我区生活物资供应充足，供需总体平稳,但在应对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的非常形势下，不确定性因素
较多，物资保障面临的困难风险和挑战增多。各乡镇街道、
区级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疫情防控期间，粮油肉蛋菜等生活
物资供应保障面临的复杂性、严峻性和紧迫性,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不移贯
彻落实省、市、区政府的各项决策部署，以保供工作的确定
性应对社情的不确定性，保障全区居民生活物资供应充足，
确保不断档、不脱销。

1.设立生活物资保障组。成立由区政府主要领导任总指挥，
分管领导任副总指挥，区委宣传部、区发改局、区商务局、
区经信局、区财政局、公安分局，区交通运输局、区农业农
村局、区综合执法局、区市场监管局、区供销总社、自然资
源和规划分局、生态环境分局主要负责人为成员单位的生活
物资保障组。工作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商务局，抽调
发改、商务、经信、公安、农业农村、市场监管、供销总社、
交通运输等单位人员1人到区海关大楼二楼214室与区疫情联
防联控指挥部市场整治稳定组、物资调配组集中合署办公，
建立日例会调度制度和日报告制度，形成省市县联动、产供
销协作、政企协同的生活物资保障格局。

2.明确职能部门工作职责。区商务局牵头负责做好工作组的
日常指挥、综合协调和统筹各部门工作，同步加强对全区商
贸流通企业经营情况监测分析，加强对全区消费情况、进出
口情况监测分析，做好商贸企业复工复业的防疫管控工作；
区委宣传部负责做好疫情期间新闻宣传、政策解读等工作；
区发改局负责做好对相关商品实施价格监测、核定以及粮油
供应等工作；区经信局负责全区工业企业复工复业单位的防
疫管控工作，协调组织防治物资的供应、发放、储备和资金
使用监管，指导物资采购，协调、监控、调度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防治物资生产企业的生产情况，做好物资调拨调
配以及收集整理物资储备、供应、需求信息等工作；区财政
局负责做好疫情防控各类资金保障工作；公安分局负责做好
社会面稳控工作，及时处理涉及社会稳定的负面信息和不实



消息,协助交通部门保障各类物资运输车辆安全通行；区交通
运输局负责做好各类物资运输畅通等工作；区农业农村局负
责做好组织本地农业企业、农产品基地有序生产保供应以及
农业企业复工复业的防疫管控工作；区市场监管局负责做好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应急处置相关产品的质量和管
理，对全区集贸市场内的动物类交易活动进行监督管理，加
强对相关商品价格实施监督和检查，指导和督促乡镇街道做
好属地集贸市场的垃圾、废弃物的收集处理，规范和维护市
场秩序；区供销总社组织生活必需品的市场供应,做好集贸市
场的垃圾、废弃物的收集处理；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负责
指导开展市场野生动物交易的取缔；生态环境分局负责隔离
观察区域生活垃圾应急处置，负责医院污水、医疗废物集中
处置的监管，向卫生健康部门通报环境污染事件；区综合执
法局负责市容环境卫生整治，实施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工作；
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任务。

3.明确属地职责。各乡镇街道结合疫情防控工作需要，把困
难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准备工作做得更充足一些，抓紧完
善相关生活物资保障工作方案，加强定期分析会商，强化协
同联动，形成工作合力。遇到重大突发紧急事件时，要特事
特办、急事急办，采取果断应急措施，确保人民群众生活物
资保障安全、价格平稳。

各乡镇街道、职能部门要完善生活物资保障供应体系，尤其
是要注意农村粮油、猪肉、蔬菜等生活物资的保障供应，加
强对生活必需品生产、流通、销售等企业的重点保障，做好
粮油肉蛋菜等重点生活必需品的.货源调度和补充。充分发挥
我区产业优势，支持重点农业生产企业正常经营，释放保障
供应的强大产能。发挥好地方物资储备服务保供稳价“第一
道防线”作用，加大生活必需品的储备，重点做好粮油、猪
肉、蔬菜等重要生活必需品的政府储备和商业储备,根据市场
供需情况及时启动投放，指导商场、超市等增加进货补架的
频次，稳定市场价格和预期。各地无正当理由不得关停粮油
批发市场、农贸批发市场、农贸市场和超市，不得缩短营业



时间，确保生活物资供应渠道畅通。加强煤电油气等的安全
供应保障，尤其是居民正常生活需求、生活必需品生产企业
需要，以及医院、商超、农贸市场等重要用户的需要。

各乡镇街道、职能部门要积极开辟绿色通道,对装载粮油和鲜
活农产品的运输车辆,简化查验手续和程序，提高查验效率，
确保通往大型农贸市场、蔬菜交易市场、粮油批发市场、粮
油加工企业、养殖基地、蔬菜基地、生活必需品仓储基地等
关键场所的公路畅通，优先保障生活必需品和疫情应急物资
的运输需求，促进产地到零售超市的供应链顺畅运行。要加
强与大型超市、批发市场、农贸市场的对接，发动重点物流
企业和物流平台，落实生活物资运力，优先保障生活物资需
求，避免出现断货断供。

各乡镇街道、职能部门要建立健全生活物资保障监测体系，
突出重点农产品批发市场、农贸市场、大型商场和超市、物
资储备、价格变化、能源供应等六方面的监测，启动日报告
制度，密切关注粮食、食用油、猪肉、鸡蛋、蔬菜等生活必
需品供求关系变化情况和生活必需品产量、调入量、投放量
和日消费量等动态变化情况。要切实增强工作的预见性、针
对性和有效性，加强生活物资供需风险的分析研判，深入开
展调查排摸和模拟推演，重要情况及时向物资保障工作组办
公室报告。要加强预警，做好预案，抓紧完善生活必，需品
保供、能源保障供应、价格调控等应急预案方案，结合市场
监测及时预警，遇到抢购囤货等情况，迅速启动应急预案，
第一时间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

各乡镇街道、职能部门要加强新闻宣传和政策解读，适时组
织新闻发布，及时报道生活物资保供措施，引导消费者不信
谣、不传谣，科学理性采购，促进居民均衡消费。要主动发
声、及时发声、准确发声，回应社会关切，积极营造良好氛
围，及时妥善处置不实信息和负面舆情。加强价格监管，加
大对疫情防控期间日用品特别是肉禽蛋、蔬菜等生活必需品
价格巡查和监测力度,严厉打击哄抬物价、囤积居奇、造谣传



谣等违法违规行为，维护好市场秩序，确保市场价格稳定。

生活物资保障应急预案卫健委篇三

  组长：李建刚县经济发展局党委书记、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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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明军县民营经济服务中心主任

  拓龙县供销联社主任

  申伟军县招商引资中心副主任

  贺娟县招商引资中心副主任

  办公室设在招商引资中心，张临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
负责日常组织协调。

  1.保障机构：由安心超市（供给范围影剧院以东-朱家
湾）、客都超市（宾馆家属楼-华庭苑小区）、科隆达超市、
荣兴家园超市（槐里坪新城区）、永旺超市（影剧院以西-美
华酒店）5家超市和科隆达、西河子沟2个农贸市场及各镇街
负责供应保障。

  2.需求来源：招商引资中心联系统计5家超市和2个农贸
市场日进货量和日销售量，各镇街各社区每日统计各村组各
小区生活物资需求，每日18：00上报工作组，工作组根据需
求量进行投送，在配送保障能力难以满足居民个性化需要时，
采取标准化“蔬菜包”等方式派送。



  3.物资来源：一是调用各大商超和农贸市场存储；二是
启用粮食和物资储备中心库存（粮食和物资储备中心存储成
品粮750吨，油类8万斤）；三是向市商务局紧急调拨。

  4.物资投送：一是根据商超、农贸市场、镇街需求总量
配送到各商超、农贸市场、镇街；二是由各社区和镇街组织
工作人员和志愿者投送至各小区和村组临时发放点。

  5.价格监管：价格认证中心每日对商超、农贸市场22种
生活必需品进行价格监测，进行价格干预，对以次充好、囤
积居奇、串通涨价、哄抬价格等违法行为予以严厉打击并曝
光。

  6.舆情管控：利用新闻发布会、专家解读、新媒体等多
种方式，加强生活物资供应情况方面的信息发布和宣传报道，
及时回应社会关切。

  （二）成立疫情防控隔离酒店保障工作组

  组长：李建刚县经济发展局党委书记、局长

  副组长：胡治军县卫健局副局长

  王璟县经济发展局党委副书记

  成员：李杰县城乡统筹服务中心副主任

  赵清科县卫生监督所副所长

  高慧县卫健局干部

  薛丁县经济发展局干部

  办公室设在经济发展局，李杰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负
责日常组织协调。



  基本情况：延长县常住人口11.79万人，按照每万人40间
隔离病房标准要求，需储备隔离房间472间。全县已储备集中
隔离酒店7家共计房间475间，其中60间以上4处326间（分别
为安林酒店75间、柠檬酒店109间、碧景园酒店60间，旧中医
院82间）；40-60间3处149间（分别为博凯悦酒店45间、美华
酒店57间、延长宾馆47间）；政府集中医学隔离点32间，合
计507间。

  1.落实三区两通道要求：隔离酒店实施“一店一案”，
按要求对“三区两通道”进行全面改造（生活区、医学观察
区、物资保障供应区，工作人员通道、隔离人员通道），严
格按“三区两通道”对隔离场所进行设置。

  2.签订租赁协议：经发局和隔离酒店签订租赁协议，隔
离酒店根据县新冠疫情防控应对办工作指令及时启动和终止。

  3.隔离酒店启用方案：隔离酒店启用按照县应对办（24
小时/48小时/72小时投入使用）三步方案实施。依次投入使
用顺序为24小时投入使用交口集中医学隔离观察点、博凯悦
酒店和安林酒店。48小时投入使用美华酒店和柠檬酒店。72
小时投入使用碧景园酒店、延长宾馆和旧中医院。

  4.限时腾退：根据县应对办6小时腾空方案，疫情紧急状
态下备用酒店接到指令后6小时内全部撤离旅客，按照“三区
两通道”要求，做好隔离准备，隔离酒店全部腾退后，由卫
生部门工作专班接管使用。

  （三）成立水电气暖保障工作组

  组长：王璟县经济发展局党委副书记

  副组长：李菊玲县能源建设服务中心主任

  呼富强县项目办主任



  成员：刘权伟县价格认证中心主任

  申伟军县招商引资中心副主任

  侯玉朝县项目办副主任

  办公室设在项目办，呼富强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负责
日常组织协调。

  1.职责划分：供水公司负责县域生产生活用水，镇街负
责乡镇居民用水。供电公司负责县域内生产企业和居民生活
用电。城燃公司负责供气，城市管理执法局负责供暖，招商
引资中心负责成品油供给。

  2.各企业和相关单位要制定具体工作预案，成立工作专
班，安排专人值班值守，突发停供断供第一时间上报经发局，
及时启用预案进行抢修保供。

  （四）成立生产企业正常运行保障工作组

  组长：李建刚县经济发展局党委书记、局长

  副组长：李菊玲县能源建设服务中心主任

  赵明军县民营经济服务中心主任

  成员：各相关企业负责人

  办公室设在能源建设服务中心，李菊玲同志兼任办公室
主任，负责日常组织协调。

  各企业要严格执行县封控措施，制定封闭式运行预案，
成立工作专班严格人员进出管理，合理安排生产。



生活物资保障应急预案卫健委篇四

按照《内蒙古自治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复工复产组关
于编制重点盟市疫情期间生活物资供应保障预案的通知》
（内防指复发〔2020〕34号）要求，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
应急预案。

按照政府领导、部门配合，属地管理、分级负责，依法依规、
科学储备，快速反应、精准施策、保障有力的原则开展疫情
期间生活物资供应保障。

（一）九类生活必需品供应情况

我市现有城镇常住人口100万人左右，乡村常住人口210万人，
按照每日人均用量和计划保障天数，九类生活必需品供应保
障现状如下：

1.大米。从调度情况看，我市市场现有大米库存2.56万吨左
右，按照摄入标准（主食人均用量500g/日，大米约占60%，
全市大米日均消耗量约930吨），若疫情发生，预计能够保
障27天左右，本地库存消耗完后需从兴安盟、呼伦贝尔、赤
峰、吉林、辽宁、黑龙江等地每日采购437吨左右。

2.面粉。从调度情况看，我市市场现有面粉库存1.9万吨左右，
按照摄入标准（主食人均用量500g/日，面粉约占40%，全市
面粉日均消耗量约620吨），若疫情发生，预计能够保障32天
左右，本地库存消耗完后需从赤峰、包头、巴彦淖尔、辽宁、
河北、山东等地每日采购300吨左右。

3.食用油。从调度情况看，我市市场现有食用油库存4201吨
左右，按照摄入标准（人均用量25g/日，日均消耗量约78
吨），若疫情发生，预计能够保障54天左右，本地库存消耗
完后需从赤峰、包头、巴彦淖尔、辽宁、吉林、河北、山东
等地每日采购34吨左右。



4.肉类。满足全年需求总计需17.34万吨左右（人均用
量150g/日，日均消耗量约475吨），本地产能可达1045吨/日，
全年总产量在40万吨左右。若疫情发生，能够实现自给自足，
并供应其他地区。

5.蛋类。满足全年需求总计需5.78万吨左右（人均用量50g/
日，日均消耗量约158吨），本地产能约110吨/日左右，全年
总产量约4万吨左右，不分淡旺季。若疫情发生，每日缺口
约50吨左右，需从赤峰、辽宁等地采购。

6.奶类。满足全年需求总计需18.62万吨左右（城镇人均用
量300g/日，乡村人均用量100g/日，全市日均消耗量约510
吨），本地产能可达776吨/日，全年总产量在28万吨左右。
若疫情发生，能够实现自给自足，并供应其他地区。

7.蔬菜类。满足全年需求总计需41.94万吨左右（城镇人均用
量500g/日，乡村人均用量300g/日，全市日均消耗量约1150
吨），本地市场现有蔬菜预计能满足全市人口3天左右的供应
量。若疫情发生，淡季（一、四季度）本地产能约1.93万吨，
日均产量106吨左右，蔬菜自给率不足10%，每日需从辽宁、
山东、河北等地外调730吨以上；旺季（二、三季度）本地产
能约13.41万吨，日均产量735吨左右，蔬菜自给率可达60%以
上，每日缺口420吨左右，需从辽宁、山东、河北等地采购。

8.水果类。满足全年需求总计需27.49万吨左右（人均用
量243g/日，日均消耗量约753吨），本地市场现有水果预计
能满足全市人口3天左右的供应量。因水果种类繁多，不分淡
旺季，且本地品种单一，基本依靠外省采购，若疫情发生，
每日需从辽宁、山东、河北等地采购753吨左右。

9.食盐。满足全年需求总计需6789吨（人均用量6g/日，日均
消耗量约18.6吨），本地市场现有食用盐预计能够满足全市
人口180天供应量。若疫情发生，本地库存消耗完后，每月需



从锡林郭勒、营口及大连等地采购500吨。

（二）生活物资保障重点企业情况

目前，我市初步确定生活物资保障重点企业40家（各旗县市
区至少明确3家以上）。如疫情发生，将依托以上企业开展各
类生活必需品加工、调入、销售等工作。

（三）应急物资储备情况

市本级救灾物资现有储备情况：36平方米棉帐篷30顶、12平
方米棉帐篷389顶、12平方米单帐篷294顶、折叠床886张、棉
被5790条、棉大衣1370件。

本预案适用于本市发生重大疫情或特别重大疫情时执行。一
是执行重大疫情保供预案。适用于本市发生重大疫情（参考
北京、吉林等地，按疫情可在30—40天左右得到控制测算），
部分地区封闭，食用油、食盐、肉、奶类物资可以依靠本地
产能或库存基本实现自给自足，大米、面粉可依靠现有库存
支撑20天左右，后期需从外地调入，蔬菜、水果、蛋类急需
从外地采购保障本地市场供给。二是执行特别重大疫情保供
预案。适用于本市发生特别重大疫情（参考武汉，按疫情需
在50天以上得到控制测试），城市基本封闭，食盐、肉、奶
类物资可以依靠本地产能或库存基本实现自给自足，大米、
面粉、食用油可依靠现有库存支撑一段时间（大米、面粉
约20天，食用油约40天），后期需从外地调入，蔬菜、水果、
蛋类急需从外地采购保障本地市场供给。

组长：鞠树文市委常委、政府副市长

副组长：韩晓峰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

宋建中市应急管理局局长



成员：程志峰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杨树清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

徐天鹏市财政局局长

王兴龙市交通运输局局长

李金柱市商务局局长

孙树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

姜晓东市农牧局局长

李树城市公安局副局长

卢俊强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主任

赵海军通辽军分区保障处处长

刘庆文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通辽火车站站长

赵玉内蒙古民航机场集团通辽分公司总经理

孙峰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通辽货运中心总经理

邹铁壮市盐业公司董事长

生活物资保障组负责指挥各旗县市区和相关部门开展生活物
资应急处置工作，及时向指挥部报告事态变化情况并向社会
公布，同时，根据疫情期间生活物资市场形势判断生活物资
供应紧急状态，提请指挥部实施和终止保供行动。

生活物资保障组办公室设在市发改委（联络人：赵英君，联
系电话：15047468643），负责统筹协调各成员单位开展保供



工作，调度各成员单位工作开展情况，并及时将事态变化、
存在问题等情况上报指挥部。各成员单位确定1名分管领导
和1名相关科室负责人，分别作为保障工作组成员和联络员。

市发改委：负责生活物资市场价格监测和预警、组织实施米、
面、油、应急物资的储备、采购、加工、调运工作。负责制
定完善实施米、面、油应急供应保障子预案，必要时积极向
上级申请调用国家、自治区级地方储备粮。（分管领导：武
立民；联络员：马桂君，联络电话：xxxxxxxx）

市农牧局：负责肉、蛋、奶等农产品的生产和农产品质量安
全的监督管理工作，负责组织实施肉、蛋、奶物资的储备、
采购、加工、调运工作。负责制定完善实施肉、蛋、奶应急
供应保障子预案。（分管领导：包思沁夫；联络员：王平，
联络电话：xxxxxxxxx）

市商务局：负责食用油、大米、面粉、蔬菜水果、肉类、蛋
类、奶类方面食品等生活物资市场对接工作。负责组织实施
蔬菜、水果等物资的储备、采购、加工、调运工作。负责制
定完善实施蔬菜、水果应急供应保障子预案。（分管领导：
赵俊；联络员：张春晓，联络电话：xxxxxxxx）

市财政局：负责安排疫情期间生活物资储备、采购、加工、
调运所需经费，并做好经费的监督管理工作。对疫情期间参
与应急保供的重点企业，积极争取上级资金给予适当补贴。
（分管领导：孙建国；联络员：阿娜，联络电话：xxxxxxxxxx）

市工信局：负责协调盐业公司，制定完善实施盐类应急供应
保障子预案，同时调度重点生活物资保障企业的生产加工工
作开展情况。（分管领导：单连衡；联络员：魏秀红，联络
电话： ）

市应急管理局：负责按照目前应急物资储备情况提出需求，
负责制定应急防控物资保障预案，并对应急物资进行调度和



发放。（分管领导：穆永春；联络员：王金良，联络电话： ）

市市场监管局：负责生活物资市场主体经营行为的监督管理，
严厉打击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等行为，维护市场秩序。（分
管领导：李海滨；联络员：陈伟华，联络电话： ）

市交通运输局：负责协调生活物资运输工作，及时组织生活
物资的运输，保障运输通道畅通。（分管领导：康红光；联
络员：张汉伟，联络电话： ）

市公安局：负责维护生活物资商品供应场所的治安秩序，严
厉打击扰乱市场秩序的违法犯罪活动。（分管领导：董瑞武；
联络员：徐枭丹，联络电话： ）

市委宣传部：负责协调新闻机构做好正面宣传报道工作。
（分管领导：程志峰；联络员：包套吐格，联络电话： ）

市供销社：负责各类农资产品储备及投放。（分管领导：赵
颖秋；联络员：安楠，联络电话： ）

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通辽火车站、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
公司通辽货运中心、内蒙古民航机场集团通辽分公司：负责
生活物资铁路运输保障工作。（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通辽火
车站分管领导：索晓红，联络人：张强，联络电话：xxxxxx；
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通辽货运中心分管领导：罗彦，
联络人：任继国，联络电话：xxxxxx；内蒙古民航机场集团通
辽分公司分管领导：王昌义，联络人：庞显宏，联络电话： ）

各旗县市区、开发区疫情防控指挥部：要建立相应的生活物
资保障机构，制定并及时启动实施当地供应保障应急预案，
监测本地区生活物资市场供求情况，统筹安排本地区的生活
物资的供应调度，确保本地区生活物资供应和人民群众生活
的稳定，并及时向市疫情防控指挥部报告有关情况。



当在本区域内出现重大疫情特别重大疫情时，由生活物资保
障组办公室报市疫情防控指挥部批准后，启动本地区生活物
资保障应急预案，及时将情况报告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并采
取以下措施:

（一）加强市场监控。对生活物资市场动态实时监测，掌握
辖区内生活物资实物库存数量及市场价格波动情况，分析原
因，预测其动态走势，及时向市疫情防控指挥部报告。

（二）加强市场管理。依法严厉打击囤积居奇、哄抬粮价、
非法加工和销售不符合国家质量卫生标准的生活物资等违法
经营行为，维护正常的生活物资流通秩序。

（三）加强与外地市场对接。协调我市保供企业与周边省市
的市场对接，建立生活物资应急调度保障机制。采取点对点，
减少中间环节，高效的货源匹配方式。

（四）畅通物资运输。充分利用免费通行、绿色通道、“三
不一优先”等便利政策，严格遵守卫生检疫、交通管控等要
求，高效、合规做好生活物资运输工作，切实提高对接调运
保供质量和效率。保证应急生活物资的加工、生产和运输需
要。

（五）加强本地生产能力。指导生活物资保障重点企业在做
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开展生活物资的生产和加工，同时帮
助企业解决供电、供水等生产要素的保障。

（六）加强舆论导向。及时组织有关新闻单位进行宣传报道，
尽快消除社会上的不实传闻和消费者恐慌心理。

（一）高度重视。各地、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生活物资应
急保障工作，进一步明确责任分工，完善供应保障工作制度，
切实做好生活物资的储备、采购、加工、调运等工作，确保
突发情况下生活物资保障充足、质优价廉。



（二）加强沟通。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加强沟通合作，对
市场生活物资价格波动情况进行监测预警，进一步摸清生活
物资储备情况，形成工作合力，有效应对疫情突发情况。

（三）加强资金保障。对生活物资保障供应所需经费进行审
核拨付，确保突发情况下资金及时足额拨付到位。同时，对
生活物资供应保障开支进行审计。

（四）加强动态监管。各地、各相关部门要加强对生活物资
储备情况的动态管理，及时补充和更新，确保储备物资品种
适宜、质量可靠、数量充足。

（五）严明工作纪律。各地、各部门要严格遵守各级关于应
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相关纪律要求，生活物资保
障部门和企业必须服从指挥部统一安排，根据疫情应急保障
工作的需要，必要时，可向单位和个人征用应急保障所需设
备、设施、场地、交通工具和相关物资，各企业应按照职能
组织生产、保证供给，提供交通等公共服务和组织相应的服
务，疫情结束后，归还征用的单位和个人财产，或者对被征
用财产的单位和个人按照规定给予补偿。

生活物资保障应急预案卫健委篇五

  1、落实食品安全责任主体，实行流通企业主要质量负责
人应急管理制度。

  2、发生食品安全事故后，总指挥迅速组织将遭遇事故人
员送往最近的医院进行积极救治。

  3、副指挥负责封存事故现场，马上通知防损部迅速调取
并保存相关视频资料备查。

  4、在班组长马上联系销售对象，实行食品召回；对召回
食品实行就到封存，等待处理结果。



  5、总指挥负责组织调查事故原因，组织人员进行调查询
问相关的'人员，弄清事件的起因并采取有效措施把事故人员
控制在最小的范围。

  6、对可凝食品进行封存，并收集相关证据资料，马上联
系所在地的工商分局报告，对已经发生食品安全事故的商品
进行检查。

  7、积极配合工商人员对食品安全事故进行调查处理，进
一步追食品来源追查。

  8、总结经验教训，完善管理体制，加强食品安全管理，
杜绝事故发生。

生活物资保障应急预案卫健委篇六

  组长：

  成员：

  副主任由政务服务中心主任兼任，负责政务服务中心及
窗口单位疫情防控工作；

  副主任物业公司经理，负责一楼监测点扫码测温、业务
引导和维稳工作；

  其他各科室负责本区域内疫情防控工作。

  （二）设整应急处置预备队

  队长：

  成员：综合科、政务服务中心、物业公司全体人员。



  承担协调维稳、人员监控检测组、消杀防护、应急处置
等项工作职责，明确综合科负责人具体负责总体协调工作。

生活物资保障应急预案卫健委篇七

  1、加强货源组织。

  全力加强与蔬菜主产区的货源对接，保证外地蔬菜进得
来、调的快，稳定生活必需品货源。

  针对xx亚粮油蔬菜批发市场被关闭问题，我们将启动应
急预案，发挥海吉星作为连锁的大型农产品批发国有企业的
优势，协调海吉星在国内的其它地区市场，组织货源驰援xx。

  及时协调省际、市际因疫情管控带来的生活必需品运输
不畅问题，对生活必需品运输车辆发放通行证，确保快速便
利通行。

  2、优化物资配送。

  按照“管住该管的人，不能封住不该封的人”的要求，
抓紧把保供企业的人员和车辆解放出来。

  各城区、开发区疫情指挥部要对商务系统发放给保供企
业员工的通行证件给予认可并放行，与社区（村）管控专班
沟通，将此要求及时传达到各街道、社区，街道、社区执行，
政令要步调一致、口径一致，不能各自为政、标准不一，确
保符合疫情防控要求的保供企业员工等能够上岗工作。

  在配送力量不足的情况下，统筹动员省、市、区三级广
大机关干部、企事业单位、员、退役军人等作为志愿者支援
保供商超企业以及街道社区，提升保供企业分拣及配送效率，
保障生活必需品配送及时、到位。



  3、建立应急投放机制。

  充分发挥现有大型商超、物流企业的物流配送主力军作
用，必要时征用物流配送企业、城市公交、电商平台等企业
物流配送车辆，帮助商超配送生活物资保证配送力量充足，
全力保障疫情期间全市百姓生活需求。

  在紧急情况下，启动应急投放机制，市级部门将标准箱
配送至x个区级物资转运站，再由属地将标准箱投放至xx个社
区物资投放点，最后由街道、社区组织居民有序领取或送货
到家门口。

  在这一机制中，仍然保留京东、美团等部分电商企业销
售和配送能力，以尽量满足部分居民确实必要的个体性需求。

  4、组织集中。

  当前保供企业人员上岗率不足平时的五分之一，但是订
单量激增到平时的20—30倍以上，配送力量已经无法应对居
民大量的个性化散单及非生活必需品物资。

  社区（村）管控专班应组织社区或小区物业，以小区为
单位进行集体团购，社区统计收集居民需求清单，专人与商
超企业对接，商超企业可分拣蔬菜、日用品、调料、粮油等
套餐包，批量配送到小区，社区人员组织小区集中，节约配
送资源。

  5、组建末端配送队伍。

  各社区（小区）要为物资终端配送提供便利条件，社区
工作者、“三长”、社区志愿者要踊跃担当“采购员”、"配
送员”，打通生活物资终端配送“最后一百米"。

  对于封控小区，社区要有组织地拢清居民需求，主动与



就近商超衔接；对于管控小区，社区要组织各小区分时、分
楼栋、分单元有序组织居民错时购物（取物）；对辖区线上
购物操作困难的空巢老人、卧床患者等特殊困难xx，社区或物
业工作人员要及时收集汇总购物需求，统代为下单，并安排
好派送，保证所有居民需求供给；对困难xx，属地疫情指挥部
可派发蔬菜、粮油等紧急生活必需品，保障困难xx生活需求。

  （二）强化水、电、气、热供应保障

  1、科学安排电网运行方式。

  加强负荷预测和监视，合理安排电网运行方式，地区电
网保持全结线、全保护运行。

  细化直调电厂管理，结合网架结构、负荷变化等实际情
况，滚动修订完善事故预案。

  开展涉疫重点部位相关输变配设备保护，低频低压减载、
解列装置定值校核，“两个序位表"修订，强化设备预防性管
理。

  增加重要变电站、输配电线路特巡频次，全面、准确掌
握防疫重要用户信息，针对定点医院、方舱医院、隔离点、
核酸检测机构等重点场所所涉输电线路，进一步完善“一线
一案”专项措施。

  2、全力保障涉疫重点部位。

  对防疫指挥机关、方舱医院（隔离点）、隔离场所、核
酸检测点等涉疫重点部位实行分类管理，并结合涉疫重点部
位实际，实施“一户一案一策”保供措施。

  以涉疫重点部位为圆心，以3公里为半径，力争全天候"
常备力量随时可靠投入现场；强化与各级防疫指挥部联动，



动态掌握防疫新增需求，对新增需求开办绿色通道，简化办
理流程。

  3、全力服务重点企业和人员。

  全力保障“水热油气"、持续营业的生鲜超市、封闭的大
专院校、敬老院等民生重点领域用户用电安全。

  开展逐一与社区物业对接，推动线上线下服务全面升级。

  疫情防控期间，应用“网上国网”app、"吉事办"微信小程
序、微信、支付宝等线上渠道，满足水、电、气费交纳、账
单查询、票据下载、故障报修等各类业务需求，确保客户足
不出户、居家办理业务；推进封控区“跟踪保底”服务，建
立网格化客户服务机制，及时响应和处置区域内居民诉求，
协调解决突发问题。

  主动沟通老年人、残障人士、等特殊客户xx，及时了解需
求，远程指导帮助解决问题，疫情封控解除后第一时间上门
服务。

  4、建立人员保障机制。

  提级管控期间，全市供电、供水、供热、燃气等企业负
责人和分管安全的负责人需在厂内值守，根据保证生产能力
的最低人员需求，立即抽选年富力强、业务精熟的骨干力量，
在厂区内提供临时居住场所，实行封闭管理。

  5、建立应急处置机制。

  立即修订完善安全生产和疫情防控应急预案，确保出现
问题有章可循、有案可依，切实增强应急反应能力；组建应
急抢险队伍，设备调试正常、人员集中待命，如有突发事件
立即抢修，完工即返、闭环管理；备齐物料设备设施，做好



物资储备，用于设备维护和应急抢修，避免外购、运输等环
节造成生产停滞和感染病毒的风险；热源企业和燃气企业要
加强煤炭和运输车载液化气运输环节的闭环管理，尽量降低
运输过程中感染病毒的风险。

  6、建立信息畅通机制。

  报修电话24小时保持畅通，接到报修信息及时处置，及
时解决群众诉求。

  设立24小时投诉热线，接到居民对供电、供水、供热、
燃气企业的投诉后，立即协调相关企业尽快解决，确保企业
服务质量。

生活物资保障应急预案卫健委篇八

  组长：郝雄雄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

  副组长：李建刚县经济发展局党委书记、局长

  李常县政府政务服务中心主任

  成员：王璟县经济发展局党委副书记

  张临县招商引资中心主任

  李菊玲县能源建设服务中心主任

  白文岗县粮食和物资储备中心主任

  拓龙县供销联社主任

  赵明军县民营经济服务中心主任

  刘权伟县价格认证中心主任



  李杰县城乡统筹服务中心副主任

  办公室设在经济发展局，李建刚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
王璟同志兼任办公室副主任，负责日常组织协调。

  （二）工作专班主要职责任务

  领导小组下设四个工作专班。一是生活物资保障工作组，
负责粮油菜肉蛋奶等物资需求统计、物资调拨运输储备、分
配投送和价格监测监管。2.隔离酒店保障工作组，负责隔离
酒店储备、统计、改造、腾退、协议签订和移交。3.水电气
暖和成品油基础保障工作组，负责水电气暖及成品油保供工
作日常工作组织协调，督促制定应急预案，保障基础供给，
及时解决断停断供问题。4.企业生产保障工作组，负责联系
生产企业，制定应急预案，落实工作专班做好封闭式生产经
营工作。

生活物资保障应急预案卫健委篇九

  1、研究制定局机关和市民服务中心疫情防控工作计划及
方案；

  2、研究部署和总结疫情防控工作；

  3、统一指挥应急处置工作；

  5、做好临时突发事件的处置。

  （二）应急处置预备队工作职责

  做好一楼疫控检测现场秩序、宣传教育和维急工作；

  协调公安部门、卫生部门处置现场突出事件；



  负责各项工作纪律检查、配合现场协调维稳组开展工作。

  （三）网络化管理工作职责

  综合科和物业公司要派驻人员进驻监测点，承担监测点
和消杀工作职责；

  具体负责市民服务中心楼体内消毒、防护，对出现问题
的重点区域进行隔离消毒处置等项工作任务。牟敦松负责机
关食堂疫情防控工作职责。政务服务中心负责进厅各窗口单
位疫情防控工作职责。其他各科室负责人承担本科室疫情防
控工作职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