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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组长：马 刚（党组成员、党建办主任）

成 员：文燕军（经济发展服务中心主任、办公室主任）

李大谋 司美玉（办公室科员）

职责：负责疫情防控工作的文件传达、工作部署、协调督导，

疫情防控工作的信息汇总上报以及本单位疫情防控及本单位人

员疫苗接种情况报告工作等事宜。做好本单位线下会议等活动管

理工作。督促门卫做好外来人员来访登记和“三码”核查工作，

发现疫情及时向相关部门报告。

二、成立物资调拨储备工作组

组 长：贺泽炜（党组书记、局长）

副组长：郭志勇（党组成员、副局长）

成 员：武学成（粮食和物资储备股股长）

刘振江 李中杰（粮食和物资储备股工作人员）

职责：负责保障疫情防控所需各项物资的采购、储备、调拨

等事宜，负责与县应急管理局、卫体局、工信局、财政局、民政

局等相关部门沟通对接。具体工作由郭志勇负责。

三、成立生活物资保供稳价工作组

组 长：贺泽炜（党组书记、局长）

副组长：胡艳斌（党组成员、副局长）

成 员：胡建强 （物价管理股股长）

弓 箭（粮食调控监管股股长）

武学成（粮食和物资储备股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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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签字确认后方可入库。

3.入库疫情防控物资的确认，对入库物资的品种、规格、数

量等主要参数确认无误后，由负责收储的签字人员签字后，收储

到库房。

4.入库疫情防控物资的质量，由供货方保证，提供质量承诺

书或质量合格证等手续。如出现质量问题由供货方负责。

（二）物资日常管理

1.物资储备股工作人员要依据物资保管要求、使用条件对物

资进行分类储存，盘点各类防控物资数量。定期检查疫情防控物

资，防止物资受潮、鼠咬虫叮等损坏。

2.对发现即将过期的疫情物资，要及时汇报，及时对接供货

单位调换，保证疫情防控物资质量，为物资使用单位提供安全的

疫情防控产品。

（三）物资出库管理

1.本单位收储的疫情防控物资的出库只接受县委、县政府、

县疫情防控领导组办公室的指令。

2.发改局接到县委、县政府、县疫情防控领导组办公室疫情

防控物资出库指令时，物资领取单位持县相关领导批示文件，由

局长批示后，分管物资储备的分管领导加注意见，交由物资储备

股股长办理。

3.发改局物资储备股股长根据县出库指令，核对出库信息，

由股室两人或以上人员办理出库手续，并有物资领取单位签字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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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

三、工作措施

（一）强化调拨水平，适时采取响应措施。加强与各部门的

协调配合，强化风险研判。动态了解疫情防控物资储备的库存数

量和需求情况，进一步熟悉掌握调运流程，确保在特殊情况下能

够迅速响应。

（二）强化储备管理，提升保障水平。加强对疫情防控物资

的监管，定期盘点库存，摸清、摸实储备数量，做好货源调度，

确保运输渠道畅通。严格落实好疫情防控物资储备各项规定，对

实行动态管理的疫情防控物资储备要及时掌握出库和购进情况，

督促承储企业及时补足库存，做到关键时刻拿得出、调得动、用

得上。

（三）强化应急体系建设，提升应急保障功能。充分发挥应

急物资保障体系作用，科学研判疫情防控需要和疫情实时变化情

况，不断完善疫情防控物资应急供应网络，提升保障水平。对防

疫物资供应商的经营情况、加工规模、库存状况进行认真排摸，

依据调度需求变化及时进行补充和调剂，并做好应急加工准备工

作。

（四）确保防疫物资正常调运。不断健全防疫物资安全管理

制度体系，完善调运流程，准确掌握储备物资的品类、数量、规

格，确保查找精确、调运快速。

四、组织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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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高政治站位。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认真

落实县委、县政府安排部署，把常态化疫情防控下的防控物资充

分保障作为重要的政治任务、民生任务和工作任务，立即行动，

细化任务，靠实责任，全力保障防疫物资供应不短缺、不断供，

保持市场稳定运行、市场秩序良好，为开展疫情防控提供坚实的

物资保障支撑。

（二）加强组织领导。扎实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认

真履行疫情防控物资保障职责，特成立了疫情防控物资调拨储备

工作组，统筹协调全县疫情防控物资储备工作，以及对外协调、

物资调运和后勤保障等，为疫情防控提供有力的组织保障。

（三）强化责任担当。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疫

情防控物资保障工作容不得麻木，更容不得麻痹，既不可以掉以

轻心，更不可投机取巧。切实做到平时各司其职、各负其责，战

时同心协力、责任到岗，任务到人。加强与卫生健康、商务和市

场监管等部门的的信息沟通，随时掌握疫情动态和各地最新情

况，为决策处置提供信息依据，遇到异常情况第一时间上报上级

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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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粮油加工企业应急加工能力调度，指导粮油加工、经营企业

建立必要的周转储备。

（二）确保粮油市场平稳有序。加强与市场监管等部门沟通

协作，加强对粮油收购、批发、零售等重点环节的监督检查力度，

对重点涉粮企业开展定期检查。督促粮油经营店落实各项防控措

施，确保粮油市场秩序平稳。

（三）完善应急供应网络。充分发挥粮食应急保障体系作用，

科学研判保供稳市需要和市场变化情况，抓好全县粮油肉菜等生

活物资的储运、加工、配送、供应等工作，不断完善粮油应急供

应网络。

（四）做好应急响应准备。加强市场形势分析研判，及时发

现苗头性、倾向性、潜在性问题，并采取措施妥善处置，对粮、

油、肉、菜市场波动异常情况要及时上报，按规定适时启动应急

响应机制，科学处置。根据疫情防控应急响应等级，结合市场运

行和保障供应情况，科学分析、综合研判，确保基本生活物资供

应不短缺、不断供。

三、工作措施

（一）强化疫情防控，确保市场平稳有序。紧抓粮、油、肉、

菜等储存单位和粮油经营店等单位的疫情防控工作，确保企业稳

定有序经营。

（二）强化监测研判，适时采取响应措施。加强与卫生、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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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市场监管等部门的协调配合，强化风险研判。加大对粮油市

场的监测力度和频率，严格落实全县粮油供应及价格监测制度，

及时掌握疫情发展对粮油市场供求和价格动态变化的影响。加强

对重点区域、重点品种、重点时段的跟踪监测，动态了解成品粮

油储备、蔬菜储备、猪肉储备的品种类型和库存数量，确保在特

殊情况下能够迅速响应。

（三）强化储备管理，提升保障水平。加强对各类粮、油、

肉、菜储备的监管，定期盘点库存，摸清、摸实储备数量，做好

货源调度，确保渠道畅通。严格落实成品粮油储备各项规定，对

实行动态管理的成品粮油储备要及时掌握出库和购进情况，督促

承储企业及时补足库存，做到关键时刻拿得出、调得动、用得上。

（四）强化粮油应急体系建设，提升应急保障功能。充分发

挥粮食应急保障体系作用，科学研判保供稳市需要和市场变化情

况，不断完善粮油应急供应网络，提升粮油保障水平。

（五）强化市场监管，维护粮油市场秩序。加强对粮食和物

资储存单位、粮油经营店等经销主体的疫情防控工作，督促企业

落实各项防控措施。加强粮油市场舆情跟踪，做好舆论引导，及

时回应社会关切，正面引导社会预期，增强信心。一旦出现“集

中抢购、脱销断档”等情况，要积极配合有关部门督促商超、农

贸市场对售罄货架及时补货，加大备货量。做好粮油加工、批发、

零售等环节的监督检查，切实维护好粮油流通市场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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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组织保障

(一)提高政治站位,强化工作领导。要充分认识抓好疫情常

态化防控物资供应保障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强化政治意识、提高

政治站位。发改局要靠前指挥、亲自部署,切实履行工作职责。

(二)加强沟通合作,健全物资保障体系。要推动建立权责一

致、科学完备、运转高效、适应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需要的物

资保障体系,做到指令清晰、系统有序、执行有力,生活物资保供

稳价工作组要认真细化工作分工,做到任务明确、措施到位、责

任到人,推动各项工作落实落细落地。

(三)提升物资供给能力。要进一步压实责任,做好生活必需

品稳产保供。加快建立健全粮食、“菜篮子”产品等食品应急储

备体系,制定因疫情封闭管理区域生活物资应急保供预案。

(四)严明工作纪律,做到恪尽职守。疫情发生期间,工作组工

作人员要严守组织纪律、工作纪律。各成员单位联络人员要保持

联络畅通,各单位负责人要及时处置相关问题,确保工作顺利推

动。

(五)加强宣传引导,抵制造谣传谣。工作组各成员单位要认

真落实疫情期间信息发布要求,主动发声、及时发声、准确发声,

回应社会关切的问题,积极营造良好氛围,及时妥善处置不实信

息和负面舆情,对造谣传谣行为依法予以处置,维护居民生活和

谐、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