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建设工作方案(模
板5篇)

为了保障事情或工作顺利、圆满进行，就不得不需要事先制
定方案，方案是在案前得出的方法计划。通过制定方案，我
们可以有计划地推进工作，逐步实现目标，提高工作效率和
质量。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方案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
读。

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建设工作方案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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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建设工作方案篇二

为迅速贯彻落实“要统筹推进市场保供和疫情防控，保持物
流畅通，及时配送供应生活必需品”的指示精神，按照省委
省关于保障百姓生活必需品的决策部署，为做好疫情管控升
级期间全市居民生活物资保障供应工作，特制订本方案。

深入贯彻关于“要始终坚持至上、生命至上，坚持科学精准、
动态清零，尽快遏制疫情扩散蔓延势头”重要指示精神，落
实联防联控机制工作组意见，坚决打赢疫情防控攻坚战，全
力以赴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生活物资供应，切实保障紧急状
态下全市居民生活需求。

坚持统领导、精准施策；坚持部门联动、协作配合；坚持属
地管理、分级负责；坚持城乡统筹、突出重点；坚持督防结
合、压实责任。

以“尽早实现社会面清零，尽早恢复生产和生活”为目标，
在疫情防控进入攻坚阶段，做好居民基本生活物资的保障供
应工作。

(一)强化生活必需品供给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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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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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加强组织领导。统筹做好疫情管控升级期间全市生活
物资供应工作，强化各部门协同配合，形成资源整合、齐抓
共管的工作体系。全市各部门要以临战姿态应对此次疫情期
间保供工作，要摸清生活物资底数，确保疫情期间供应稳定，
必要时启用紧急生活物资投放渠道，全力做好重要商品、水
热气电等供应保障。



（二）加强责任落实。各县（市）区、开发区疫情指挥部要
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生活必需品保供稳价工作，下达指令，
对保供人员及车辆的通行证要予以放行。牵头解决保供企业
人出行上岗、志愿者支援等困难，增强保供企业配送力量，
履行好属地主体责任，坚持“保供与防疫”同等重要的原则，
主动发声，回应群众关切的问题，消除群众恐慌情绪，防止
出现“舆情大于疫情”的负面影响。

（三）提高应急处置能力。根据全市疫情发展状况制定生活
必需品应急保供预案，确立市、区、社区三级生活物资中转
场和紧急投放点，紧急情况下可组织连锁超市、电商平台等
商贸企业分拣“蔬菜包”及“标准箱”等，配送到的社区物
资投放点。对封闭小区，由社区工作人员、网格长、疾控工
作人员等组成志愿者团队，将物资由社区投放点送至居民手
中。

（四）实行闭环管理。管控升级期间，各企业要组织员工做
好早晚两次抗原检测、白天一次核酸检测工作。商贸企业保
供人员尽量在单位居住，在单位和企业住宿的员工要分空间
单独居住;水热电气企业员工，生产生活实行闭环管理分空间
单独居住，确保工作人员安全，防止交叉感染。

（五）建立沟通机制。各县（市）区、开发区疫情指挥部要
建立和公布保供热线，有专人值守，确保疫情期间市民咨询
渠道畅通。同时，相关单位建立投送各环节衔接，所有单位
公布各环节负责人姓名、职务、联系电话，保证 24 小时联
系畅通机制。

成立市疫情防控物资保障专班，组长由 xx 担任，副组长由xx、
xx 担任。

专班下设生活物资保障组。

组长：xx 副组长：xxx、xxx 成员单位:发改、商务、卫健、市监、



粮储、农业、畜牧、公安、交通、政数、财政、供电、建委、
规自、宣传、网信、县（市）区、开发区。

生活物资保障组办公室设在市商务，办公室主任由 xx 兼任，
副主任由各成员单位主要领导兼任。

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建设工作方案篇三

新冠疫情发生以来,市卫生健康委后勤保障组严格执行疫情防
控工作各项制度要求，发挥医用物资保障在疫情防控中的作
用，理顺疫情防控物资保障工作机制，坚持做实做细日常物
资调拨发放，创新监督机制。为切实压实疫情防控物资工作
责任，确保物尽其用，提高疫情防控物资调拨发放透明度，
确保医疗防护资源在疫情一线使用，特制定本工作方案。

市卫生健康委后勤保障组在市卫生健康委党组的统一领导下，
建立疫情防控医用物资的采购、储备、调拨、监管体系，使
疫情防控物资保障工作高效、科学、透明进行。后勤保障组
按照物资保障原则，及时采购疫情防控急需物资，同时做好
中长期物资采购计划，做到有备无患。同时负责各级各类医
疗机构和疾病防控机构预检分诊、留观病人、核酸实验室检
测、流行病学调查、消毒消杀等工作的物资保障；做好市委
政府和各相关部门新冠疫情防控情况工作督导，重点场所人
员防护（如学校和市直属教育机构），上级部门工作督导保
障，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各专项工作督导组以及执行特殊任
务中的防护物资保障工作。

1、协同作战，分工负责。疫情防控物资有关保障工作在市卫
健委党组的统一领导下进行，实行协同作战和分工负责，后
勤保障组中，属于职责范围的工作当责无旁贷，相关科室积
极配合，共同服从疫情防控大局。

2、统一调度，专物专用。当前疫情防控进入持久战，全市卫
生健康系统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对疫情防控物资需求量大、消



耗量大，疫情防控物资的保障工作由委党组统一领导，合理
调度，科学安排防控物资的采购、储备、调拨、配送、监管
等，确保防控物资专物专用。

3、厉行节约，保障一线。各单位在防控工作中，要本着厉行
节约的原则使用物资，杜绝浪费。节约使用口罩、防护服等
消耗性物资，爱惜使用测温枪、消毒设施等非消耗性物资。
所有防控物资首先确保一线防控工作人员，非一线防控工作
人员不的使用n95医用口罩等高标准防控物资。

4、公开公正，接受监督。定期向市纪委派驻纪检组公开防控
物资采购清单、调配清单、库存清单、接受捐赠清单，接受
监督。

1、防控物资采购工作。防控物资采购工作在报请市新冠疫情
防控指挥部同意后，由后勤保障组统一议定防控物资采购工
作。

2、防控物资储备、调配、发放工作。防控物资存放在市卫健
委机关专门库房，经后勤保障组同意后，由樊学军、崔国卿
和杨丽琴共同负责防控物资出入库、调配、发放工作。医用
设备经刘浩副主任和医政科统一调拨各旗县市区和市直各医
疗机构。同时要建立健全各种物资出入库手续。

3、防控物资合同签订、账目结算工作。由赵文亮副主任和皇
甫鹏负责购置合同、协议的审核和签署；由财务科及时拨付
防控物资购置费用。

1、疫情防控医用设备。全部调配到市县两级医疗机构用于传
染病防治中检测检验工作。

2、医用防护口罩（n95）、医用防护服、医用隔离服、护目镜
等高标准防护物资。用于驰援湖北一线医务人员；市内各医
疗机构一线疫情防护人员、预检分诊人员、留观病房工作人



员；疾控中心、第四医院等各医疗机构实验室检测人员、流
调人员、消杀人员；定点隔离酒店接触发热病人人员，市委
政府和相关单位深入医疗机构调研督导人员，市疫情防控指
挥部和各工作督导组；其他需要高标准防护使用。

3、医用外科口罩、一般医用口罩、医用手套、消杀用品等一
般防护物资。用于市委政府和各相关单位一般工作人员办公
使用；重点场所和重点人员使用；其他疫情防护用途。

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建设工作方案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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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建设工作方案篇五

为扎实做好新冠肺炎疫情发生时的生活物资保供工作，全面
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和疫情防控生活物资保障责任，确保
本辖区重要民生商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平稳运行，根据《xx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生活物资保障工作方案》（武发改函
〔2022〕1号），结合我镇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组成人员

1.成立中堡镇生活物资保障工作协调机制，加强部门信息共
享，协调解决本区域内疫情重点地区生活物资供应保障工作，
满足防控工作需要。

生活物资保障协调机制办公室设在镇疫情防控办，承担具体
日常工作。办公室成员由协调机制成员分管部门相关负责同
志担任。协调机制成员因工作变动需要调整的，向协调机制
办公室提出并及时更新备案。

（二）主要职责

2.在中堡镇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应急指挥部的领导和指挥下，
生活物资保障工作协调机制相关部门依据各自职责，统筹做
好粮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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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启动和中止条件



3.一旦本镇非闭环管理区域出现1例本土确诊病例，即由镇级
有关部门根据需要启动生活物资保障机制，统筹物资保障各
项工作，直至本镇中风险区清零为止。（各村两委，镇直有
关单位按职责分工负责）

（四）监测预警制度

4.每日跟踪监测全镇及疫情相关村粮油肉蛋菜等重点生活物
资价格，重点关注日涨幅或连续两日累计涨幅5%以上的品种，
分析研判价格走势，及时预警提示苗头性、倾向性价格问题，
及时将发现的问题向县级指挥部及相关部门汇报。（各村两
委，镇直有关单位按职责分工负责）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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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村两委，镇直有关单位按职责分工负责）

（五）报告处置制度

6.各村生活物资保障机制应及时向镇级生活物资保障工作协
调机制报告本村生活物资保障情况。（各村两委，镇级协调
机制各成员按职责分工负责）

7.高风险区所在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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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保障情况可结合
实际酌情采取周报形式。（各村两委，镇直有关单位，各相
关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8.发现异常情况，第一时间组织力量协调处置并及时向上级
部门报告生活物资有关情况。（各村两委，镇级协调机制各
成员按职责分工负责）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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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村两委，镇财政所按职责分工



负责）

（七）粮油方面

10.落实粮食储备规模和小包装应急成品粮油储备，要加快落
实到位新增成品粮油储备。要加强监管，密切关注市场动态，
及时掌握辖区内粮食供应情况，督促粮食应急供应网点在疫
情防控期间每日报送粮油销售库存情况。（各村两委，镇直
有关单位按职责分工负责）

（八）猪肉方面

11.城市猪肉常规储备规模按镇村常住人口3天消费量安排。
发生疫情的地要通过加强调运、投放猪肉储备等方式，切实
保障市场供应。（各村两委，镇直有关单位按职责分工负责）

（九）蔬菜方面

12.各村要结合当地蔬菜产销情况，因地制宜建立蔬菜应急储
备库存，以满足突发情况下的调控需要。（各村两委，镇直
有关单位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水电气方面

13.保障居民水电气正常供应。(各村两委，镇直有关单位按
职责分工负责）

（十一）抓好货源生产

14.提前摸清辖区内农副产品企业的原材料和产成品库存数量、
产能等基本情况，组织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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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粮油菜肉蛋
奶稳定供应提供保障支持。（各村两委，镇直有关单位按职
责分工负责）



15.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对接采购粮油、蔬菜、肉类等农产
品时，严把质量安全关。落实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与
一品一码追溯并行制度，推动产地准出赋码出证，市场准入
验码查证。（各村两委，镇直有关单位按职责分工负责）

16.加强成品油调配，满足汽柴油（含乙醇汽油）需求。统筹
使用地方政府和城镇燃气企业已建成的储气，保障民生用气
需求。燃气企业要对重要场站和重点部位全面落实封闭式管
理，做好一线生产人员管控和个人防护，上门换气时务必做
好送气工个人防护，对预付费管道燃气用户提供必要的欠费
额度，防止因无法充值导致停气，采取非接触式巡检巡查技
术，减少近距离接触。（各村两委，镇直有关单位按职责分
工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