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疫情防控物资保障工作总结 疫情期
间物资保障工作总结(实用10篇)

总结的选材不能求全贪多、主次不分，要根据实际情况和总
结的目的，把那些既能显示本单位、本地区特点，又有一定
普遍性的材料作为重点选用，写得详细、具体。总结怎么写
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总结范文，
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疫情防控物资保障工作总结 疫情期间物资保障工作
总结篇一

连日来，四川成都市坚持每日收集全市重点保供企业生活必
需品销售量、库存量等数据，强化物资储备，夯实保障基础。
目前全市31家重点保供企业销售网点、23个重点监测的农贸
市场销售情况总体平稳，6300余家门店应开尽开。电商平台
日均线上订单整体平稳。

四川省委、省政府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三个坚
定不移”，坚持第九版防控方案、落实二十条优化措施，统
筹疫情防控和保障群众生产生活，全力做好应急状态下群众
生活物资保障。

四川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应急指挥部设置生活物资保障组，
制定全省应对极端条件下的新冠肺炎疫情生活物资保障应急
处置总体预案，对保供企业、应急配送队伍等设立量化指标，
全链条全要素开展生活物资保障工作。

做好物资储备工作，强化保障力度。四川及时更新县（市、
区）一级的生产、流通保供企业名录信息，分级建立联系协
调机制，引导做好粮油、冻猪肉等主要生活物资储备；持续
指导企业稳定生产，动态跟踪市场供应和销售等情况；进一
步增加政府粮食储备规模，建立成品油储备机制，推动落实



储备煤炭和天然气，不断夯实生活物资储备保障基础。截至
目前，四川涉疫地区米面油肉菜蛋奶等主副食品供应充足、
市场运行平稳。

优化中转站布局，保障物资运输通畅。四川严格落实农产品
运输“绿色通道”、“车货严消毒、作业不交叉、人员不接
触”和货车司乘人员闭环管理等措施。协调对接周边省份物
流保通保畅机制、解决跨区域调运问题，涉疫地区做好应急
运力储备和启用应急物资运输中转站准备。巴中市组建应急
物资保供通行证办理专班，为重点保供单位办理货运通行证，
并协调各部门疏通运输“堵点”，防止应急保供车辆滞留和
拥堵，确保货运渠道畅通有序。

完善配送队伍，打通配送终端环节。各地生活物资保障组依
托社区摸排本地居民生活物资需求，特别是高风险区域群众，
尤其是老幼病残等特殊人群的需要。巴中市巴州区在部署疫
情防控工作中，强化基层网格管理，主城区内2000余名机关
干部就地转为社区志愿者，由社区就近安排到各小区院落，
充实生活物资终端配送队伍。为保障群众基本生活需要，成
都市龙泉驿区12家大型超市、322个连锁便利店网点、383家
社区便民店、45家农（集）贸市场、9家外卖平台正常经营，
逾1.2万名从业人员坚守生活物资市场保供一线。

政府主导畅“上游”。德阳市建立健全政府主导、市场运行、
社会参与的生活物资多元保障机制，打通应急生活物资的生
产、流通、储备等环节，完善与成都、绵阳等地的批发市场
的对接机制。

四川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应急指挥部生活物资保障组相关负
责人介绍，四川将21个市（州）分为5个片区，建立常态化区
域联保联供机制，提高协同保障能力；对四川米面油肉蛋奶
等生活物资产能、商业库存、政府储备和可调运数量准确摸
底，根据疫情形势动态调整联保联供方案。与此同时，各市
（州）生活物资保障组及时细化制定保障预案，落实落细日



常工作方案，提升应对极端情况的应急处置能力，确保一旦
发生疫情，可迅速进入应急响应状态。

疫情防控物资保障工作总结 疫情期间物资保障工作
总结篇二

坚持问题导向，将疫情期间粮油保供稳价作为重中之重。成
立疫情防控保供稳市和应急物资供应领导小组，进一步加强
了组织领导。及时组织召开全区坚决打赢应对疫情期间保供
稳市攻坚战视频会议, 加强了协调调度。实行粮食价格监测
日报告和粮食库存、加工企业开工情况5日报制度，及时掌握
市场社会成品粮油库存，全力推动盟市所在地建立成品粮油，
确保底数清、情况明、调控准。为保障民生，加大疫情期间
粮源统筹力度，累计调运成品粮油32.7万吨，实现了全区粮
油供应充足有序。支持重点企业19户，获得贷款3.96亿元，
帮助63家企业享受国家相关税收优惠政策，为粮食企业复工
复产提供重要支持。推动由主要是政策性收储向政策性收储、
企业存储和百姓储粮转变，企业存储商品粮同比增加近370万
吨，百姓存粮、爱粮节粮意识增强。加强新闻宣传，引导公
众合理消费，不信谣，不传谣，为疫情防控发挥“稳定器”
作用。成功举办粮食应急培训演练，粮食应急保障能力不断
增强。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各自作用，全年购进粮食1897万
吨，销售粮食1764万吨，保障了军需民食和各方面粮食消费
需求。

强化战时意识，克服没有救灾物资专门机构和人员、时间紧、
任务急、天气冷等困难，科学安排防控与应急物资调拨出库。
疫情防控初期，紧急协调2家自治区医药储备企业购置防疫用
品16.9万个、酒精和消毒液157桶（件）、药品1.2万盒。昼
夜作战、持续调运，为各盟市及白塔机场调拨近6万余件救灾
物资，按时安全、保质保量完成了所有出库任务，为打赢疫
情防控阻击战提供了有力支撑。特别是在向满洲里市、二连
浩特市紧急调运8大类、价值190余万元医疗防疫物资时，切
实发扬快速行动、连夜作战、全力以赴的顽强作风，在不



到24小时内完成调运工作，有力保障了防疫一线需求。遴选2
户自治区本级医药储备企业，完成3000万元医疗物资、5000
万元救灾物资采购收储任务。经过不断加强物资储备，形成
了包括防疫物资、核算检测试剂、中成药、生物制药、化学
制药、中药饮片在内的六大类医药物资储备；防疫储备规模
能够满足区内12个疫病预防机构和290户二级以上医院，每个
工作单位6人，1个月的医疗物资需求。应急能力可以实现辐
射除阿拉善盟以外的其他所有盟市。

通过广泛调研学习、意见征求，并经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自
治区党委深改委会议研究，以自治区党委办公厅、自治区政
府办公厅名义出台《关于改革完善体制机制加强粮食储备安
全管理的实施意见》，明确建立以自治区级为主的储备粮管
理体制，成立储备粮管理公司，进一步加强管理等政策举措，
为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提供依据。调增口粮比例工作迈出实质
性步伐。联合国家局内蒙古局、中储粮内蒙古分公司建立地
方粮食储备和中央粮食储备协同运作机制。制定印发《自治
区本级救灾物资储备管理暂行办法》《自治区本级疫情防控
重点医疗物资采购收储方案》，应急物资储备管理制度基本
建立。

立足产业发展新变化和新发展要求，牵头组织编制了内蒙古
粮食高质量发展指数，制定出台《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
加快建设现代化粮食产业体系的实施方案》和《加强粮
食“产购储加销”体系建设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激发产业经济活力、推动优质粮食工程建设提供路
径支撑。全区优质粮食工程完成总投资28.9亿元，完成总投
资规模的93.8%。其中，2020年完成投资12.2亿元，同比提
高37.1%，完成年度投资规模的148.8%。遴选15户企业、45个
产品申报“中国好粮油”产品。其中，4户企业、7个产品被
命名为“中国好粮油”；建成粮食产后服务中心320个，基本
实现全区产粮大县（旗）产后服务体系全覆盖。3000平方米
的自治区级检化验实验室建成投入运行，粮食质量安全检验
监测覆盖面提升60%。粮食产后服务体系设备利用率达99%，



实现了农民储粮减损和提档升级，促进了农民增收。借助优
质粮食工程的有力推动，全年粮食工业产值达462亿元，同比
增加2.4%；全区地方国有粮食企业实现净利润1691.3万元，
结束了五年的连续亏损。

克服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集中精力抓好秋粮收购。充分发
挥粮食收购贷款信用保证基金作用，积极协调农发行内蒙古
自治区分行，向83户企业投放秋粮收购基金贷款33.9亿元，
放大比例约8.09倍。粮食购销活跃，粮价回归合理区间，市
场形成价格机制确立，优粮优价、流通对生产反作用充分体
现，促进了种植结构调整，进一步调动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
精心组织参加第三届中国粮交大会暨第五届内蒙古粮洽会，
不仅设立贫困旗县展销平台，推进各类粮油成交34万吨，实
现交易金额5.3亿元；更主要的是通过现场与网上等多种方式
宣传推荐，我区绿色优质粮油影响力进一步提升、知名度得
到不断扩大。

制定印发了《信用分级分类监管制度》《信用记录管理制度》
《粮食经营企业信用信息共享目录》，积极推进信用监管体
系建设。全区各类检查共出动检查人员1.1万余人次， 300余
人接受粮食执法督查业务培训。不折不扣完成中央纪委国家
监委对我区国有粮库调查摸排发现问题整改，目前除客观原
因需一段时间整改的外，其余已全部整改到位。处理处罚相
关责任人144人。进一步提高了用制度管人管事的约束力。认
真履行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考核办公室职能，按照考实考准，
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的要求，完成《粮食安全盟市长责
任制考核管理办法》修订。聚焦影响粮食安全的短板弱项，
对考核中发现的问题逐项梳理，建立台帐、明确整改责任。
加大协调督办、通报力度，以政办名义发出2次督办函。督促
全区完成问题整改92项，一些重点难点问题得到有效推动和
落实。坚持问题导向，自治区政府召开盟市、旗县常务副市
长、旗县长参加的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会议，点名通报存在
问题的盟市和旗县，有力推动了粮食安全盟市长责任制落实。
建立粮食安全盟市长责任制考核信息系统，考核工作效率和



信息化水平进一步提升。

组织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制定印发《粮食物资储备行业专
项整治三年行动实施方案》，并认真加以贯彻，安全防范意
识进一步强化，连续3年未发生安全储粮和安全生产事
故，“两个安全”形势持续向好。积极推进行业“十四五”
规划编制。“粮安工程”自治区级粮食管理平台和粮库智能
化升级改造项目投入运行，粮食行业信息化水平不断提高。

疫情防控物资保障工作总结 疫情期间物资保障工作
总结篇三

为做好疫情防控过程中的消毒防护工作，有效预防疾病发生，
保障师生员工的生命安全与身体健康，依据哈尔滨市预防疾
病消毒等相关条例制定本办法(试行)。

一、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流行期间，公共场所采取环境
清洁和消毒相结合方式做好防控。

二、在校内公共场所(教室、体育场所、图书馆、食堂等)入
口位置放置快速免洗手消毒液，并有醒目标识提示进行手部
卫生消毒。

三、校内公共场所应每天通风，保持空气流通。每日至少开
窗2次，每次30min以上;通风条件不良的建筑，可采用排气
扇进行机械通风换气。

四、每日对公共设施进行250mg/l-500mg/l有效氯溶液喷洒
消毒。

五、通风条件较差的室内场所，尽量减少人员进出。可采用
紫外线灯定期照射消毒，可根据实际需要调整消毒频次。

六、清洁人员需每日工作前接受体温检测，体温不超



过37.3℃方可开始工作。工作时须佩戴口罩和一次性橡胶或
乳胶手套，工作结束后保存好消毒用品，并按要求对消毒场
所做好记录。

七、校园内公共区域设置口罩专用回收箱，对口罩回收箱实
施定时消毒(1次/4小时)，并每天按照医疗垃圾实施处理，师
生将佩戴过口罩废弃到专用回收箱内，独立隔离场所产生的
垃圾要用医疗废物专用袋及时清运。

八、公共区域未清运的垃圾要置于有盖的桶内，每天用有效
氯含1000mg/l的含氯消毒液喷洒垃圾桶内外表面等。

九、学生寝室、教室、楼道、公共浴室、洗手间等公共区域，
每日上、下午进行两次250mg/l-500mg/l有效氯溶液喷洒消
毒及通风。

十、食堂要每餐对餐具进行彻底消毒，公共区域使用期间保
持开窗通风，每日至少2次;就餐桌椅每日至少2
次250mg/l-500mg/l有效氯溶液擦拭消毒。

疫情防控物资保障工作总结 疫情期间物资保障工作
总结篇四

为积极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做好防控应急保
障工作，根据县委、县政府关于做好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要求，现制定如下工作方案。

为确保应急物资供应和通讯保障，全局建成立疫情应急保障
组，由局长担任组长，副局长担任副组长，各科室负责人担
任成员，细化责任，落实到人，加强节日期间应急值守，保
证通讯畅通。

组长：



副组长：

成员：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行政办，由办公室主任同志担任，
负责疫情应急日常业务。

经过排查，我县没有口罩、酒精等防控应急物资生产企业，
所需物资全部需要从外地购入。我县防控应急物资销售企业
能够供应目前需求，待物流企业启动运输经营后，相关物资
能够及时进入我县市场，保障物资供应。监测与群众基本生
活密切相关的生活必需品和卫生清洁用品的市场动态及供给
保障工作，如因特殊情况需要提供大量物资时，全局负责及
时协调上级商务部门，保障物资供应。

经过协调公安部门，已经掌握从武汉地区到人员名单和通讯
方式，按照属地管理原则，下步人员信息将转给各乡镇进行
统一管理。如需要进行通讯管控，全局将及时协调联通、移
动、电信三大通讯公司开展工作。

疫情防控物资保障工作总结 疫情期间物资保障工作
总结篇五

根据市局工作要求和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处置工
作领导小组安排，我们全力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防控物资保障工作，现将工作情况汇报如下。

（一）强化组织保障，突出党建引领作用。应急保障组由副
区长xx__任组长，区应急局局长xx__任副组长。成员单位由
区应急局、财政局、工业和信息化局、商务局、市场监管局、
卫生健康局、生态环境xx分局等负责同志组成，及时召开疫
情防控部署会议，明确任务分工。成立中共xx市xx区“打赢
新冠肺炎防控阻击战”应急保障组临时委员会，整合力量、
全员上岗、履职尽责，将防控工作落实在行动中、岗位上。



组织开展“防控疫情宣誓”活动，进一步激发党员干部迎难
而上、舍身忘我的工作斗志，提振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决
心和信心。

（二）建立健全保障机制，确保运行科学高效。每天汇报物
资供应、储备和计划采购等保障情况，接收各方面防护用品、
生活用品及物资等需求情况，及时调整采购计划，按照所属
行业下达到各部门进行采购。先后建立《物资发放审批流程》
《物资使用管理制度》《应急采购管理办法》等制度流程及
微信工作群，建立健全物资储备、保管、发放工作规程和台
账，确保各类物资依规高效保障到位。

（三）全方位落实保障措施，多渠道保障物资供应。第一时
间与xx超市签订生活用品保障采购合同，与xx公司签订医药
物品保障采购合同，随时需要、随时调拨，努力满足各方面
防护及生活需要；与区xx服务中心建立物资、应急车辆紧急
调用直通通道，保证及时调拨使用各类车辆；联系xx交警大
队建立“战疫情、保畅通”通行证发放备案制度，主动帮助
各供应企业解决运输通行问题；会同财政部门落实经费保障
政策，统筹应急资金xx万元（先期拨付xx万），开通政府采
购绿色通道。截止xx日下午 5 点，累计筹备各类防疫物资
约xx万元（含已收货未支付款项）。其中消杀类包括浓缩 84
消毒液xx吨、84 消毒液xx瓶、活性消毒粉xx吨、500ml 戊二
醛癸甲滇铵溶液xx瓶、电子喷雾器xx个、700ml 抗菌洗手
液xx瓶、消毒湿巾xx箱；防护类包括一次性医用口罩xx万只、
一次性手套xx万只、防护眼镜xx个、头戴式呼吸面具xx件；
此外还筹集复方西羚解毒胶囊xx万盒，额温仪xx个、暖手
宝xx个等。

（四）汇总梳理各类预案，做好疫情处突准备。调度区卫健
局、疾控中心、区医院、卫生监督所等单位，梳理全区应对
突发事件涉及重大公共安全事件、卫生事件相关条款，形成
综合性专项应急预案。对接xx消防大队，指导提示出动力量



做好安全防护、现场洗消等工作。

一是应急保障物资储备不足，尤其是防护服、护目镜、额温
仪、口罩、消毒酒精等一线防护保障物资紧缺；二是存在物
资发放不及时现象；三是医废物资回收处置流程有待进一步
完善。

切实提高认识，想方设法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应急物
资保障组工作。一是继续发挥主观能动性，全力筹措各类物
资；二是进一步细化物资发放、使用及回收处置等流程，确
保运转高效有序；三是进一步加大对高速卡口、留观点等一
线的物资保障力度；四是全力做好各类企业复产复工前的防
疫指导及安全生产监管工作。

疫情防控物资保障工作总结 疫情期间物资保障工作
总结篇六

(一)强化组织保障，突出党建引领作用。

应急保障组由副区长xx任组长，区应急局局长xx任副组长。
成员单位由区应急局、财政局、工业和信息化局、商务局、
市场监管局、卫生健康局、生态环境x分局等负责同志组成，
及时召开疫情防控部署会议，明确任务分工。成立中共x市x区
“打赢新冠肺炎防控阻击战”应急保障组临时委员会，整合
力量、全员上岗、履职尽责，将防控工作落实在行动中、岗
位上。组织开展“防控疫情宣誓”活动，进一步激发党员干
部迎难而上、舍身忘我的工作斗志，提振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的决心和信心。

(二)建立健全保障机制，确保运行科学高效。

每天汇报物资供应、储备和计划采购等保障情况，接收各方
面防护用品、生活用品及物资等需求情况，及时调整采购计
划，按照所属行业下达到各部门进行采购。先后建立《物资



发放审批流程》《物资使用管理制度》《应急采购管理办法》
等制度流程及微信工作群，建立健全物资储备、保管、发放
工作规程和台账，确保各类物资依规高效保障到位。

(三)全方位落实保障措施，多渠道保障物资供应。

第一时间与x超市签订生活用品保障采购合同，与x公司签订
医药物品保障采购合同，随时需要、随时调拨，努力满足各
方面防护及生活需要;与区xx服务中心建立物资、应急车辆紧
急调用直通通道，保证及时调拨使用各类车辆;联系x交警大
队建立“战疫情、保畅通”通行证发放备案制度，主动帮助
各供应企业解决运输通行问题;会同财政部门落实经费保障政
策，统筹应急资金xx万元(先期拨付xx万)，开通政府采购绿
色通道。截止x日下午5点，累计筹备各类防疫物资约x万
元(含已收货未支付款项)。其中消杀类包括浓缩84消毒液x吨、
84消毒液x瓶、活性消毒粉x吨、500ml戊二醛癸甲滇铵溶液x
瓶、电子喷雾器x个、700ml抗菌洗手液x瓶、消毒湿巾x箱;
防护类包括一次性医用口罩x万只、一次性手套x万只、防护
眼镜x个、头戴式呼吸面具x件;此外还筹集复方西羚解毒胶
囊x万盒，额温仪x个、暖手宝x个等。

(四)汇总梳理各类预案，做好疫情处突准备。调度区卫健局、
疾控中心、区医院、卫生监督所等单位，梳理全区应对突发
事件涉及重大公共安全事件、卫生事件相关条款，形成综合
性专项应急预案。对接x消防大队，指导提示出动力量做好安
全防护、现场洗消等工作。

二是存在物资发放不及时现象;三是医废物资回收处置流程有
待进一步完善。

一是继续发挥主观能动性，全力筹措各类物资;

二是进一步细化物资发放、使用及回收处置等流程，确保运



转高效有序;

四是全力做好各类企业复产复工前的'防疫指导及安全生产监
管工作。

疫情防控物资保障工作总结 疫情期间物资保障工作
总结篇七

为认真落实上级疫情防控期结束后开学准备工作，我校特制定
“三案十制度”：《伊川县滨河高中xx年寒假开学准备工作
方案》、《伊川县滨河高中开学方案》、《伊川县滨河高中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伊川县滨河高中因病缺勤
登记、追踪制度》、《伊川县滨河高中关于传染病防控的健
康教育制度》、《伊川县滨河高中环境卫生检查通报制度》、
《伊川县滨河高中学生复课证明查验制度》、《伊川县滨河
高中关于传染病疫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报告制度》、
《伊川县滨河高中晨午检制度》、《伊川县滨河高级中学消
毒通风制度》等。

1、开学第一课学习内容：《滨河高中疫情期间学生一日常规》
《疫情期间学生学习生活注意事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
疫法》学习《央视疫情防控宣传片》(杨曾强、谢伊欢)《滨
河高中手机管理办法》《手机管理书》《伊川县滨河高中疫
情期间安全责任书》《滨河高中特殊时期就餐管理办法》。

2、开学当日方案制定。

3、晨检、午检方案，班级、年级、政教处用的表册和登记汇
总表。

4、疫情期间卫生打扫细则标准、注意事项、检查通报汇总。

5、寝管中心疫情期间寝室管理、消毒通风制度落实检查通报，
疫情解除前应急管理制度。



6、滨河高中请假制度、销假制度。

为认真落实上级疫情防控期结束后教学工作部署，我校决定
统一组织指导各个年级部的教学工作，特制定《伊川县滨河
高中春季开学后教学工作预案》。

为了应对开学后的各项工作，疫情期间，我校后勤处在做好
疫情防控物资准备的同时把开学所需物资已经准备到位。并
制定了《伊川县滨河高级中学关于疫情防控期间严格进行校
园消毒的方案与措施》、《伊川县滨河高中餐厅供餐预案》。

1、宣传上级关于疫情的各项文件通知和要求。

2、做好上级各项疫情防控工作通知的传达。

3、做好新冠肺炎防控知识的宣传。

4、做好开学前学校防控措施的宣传。

5、在学校醒目处张贴《防控倡议书》并制作宣传版面展
板(相关政策、防控知识等等)。

疫情防控物资保障工作总结 疫情期间物资保障工作
总结篇八

完成了所有项目工地的物资设备发运以及回馈资料的收集工
作，我部全力配合公司基建需要，完成ifc、领袖新硅谷、朝林
大厦、以及其他中小项目的工地物资的按质按量供应。在物
资设备统计方面，完成了完工项目的物资设备的结算以及部
门结算工作。与多家公司签订相关合同，为公司接下来的工
作的顺利开展打下基础。

我部门专门对管理人员进行了业务培训，同时健全管理制度。
公司领导自始至终重视关心物资管理工作，对施工全过程加



强管理，做到事前预测分析，事中检查落实，事后评估总结，
及时发现和解决可能出现的问题，减少和避免损失。

随着公司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发展，我公司信息化建
设就显得尤其重要，为了配合公司发展需要，我部门完善了
台帐统计表格和结算表格，使这方面的工作得到准确高效的
进行。使用月度小节形式，各行其职，是物资、设备的月度
汇总更加清晰明了。一年来经过长期的工作和学习，可以说
完成掌握了相关工作技能，对本部门的管理规定和工作流程
清晰明确，明确责、权、利，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得到明显
加强，充分做到对外打好交道，对内当好家。

1.严把物资质量关

对所购物资的产地、理化指标、检验标准做到心中有数，能
区分优劣，又注重向供方宣传我公司质量方针，使之明确我
公司各类物资质量要求、检验标准，不断增强供方质量意识；
二是注重供方的选择，在选择供方时，我部择优选供货能力
强、质量稳定、信誉度高的供货方；三是在供货前要求客户
先送样检验，合格后与客户在合同上明确质量标准和处理办
法。

2. 面对采购资金不到位的情况，我部克服人员少事情多认真
应对，精心组织，努力克服因公司流动资金紧缺和计划紧急
材料品种复杂的情况；准确掌握市场行情、科学制定采购价
格、严把质量关的前提下，克服货款支付困难，及时采购回
相关材料为公司节约了采购成本。

3.做好采购记录

在搞好物资采购工作的同时，抓好内部台帐记录、资料归档
等工作，及时掌握物资供应资金动态。对所签合同、物资计
划、验收单据进行整理登记，加强计划、质量验收等管理，
进一步规范和理顺了物资的采购工作。



4.存在的问题

（1）.是今年采购虽然总体完成情况较好，但需进一步提高
计划的准确性和对市场行情的预测。

（2）.是由于工作安排相对较紧，除通过网络、电话等方式
了解市场行情外，不能派人深入实地进行市场考察，可能存
在个别品种市场行情把握不够十分准确的现象。由此对公司
的采购成本控制上有欠缺之处。

（3）.是虽然我部已与各供方积极沟通，作了必要的准备，
但由于短时间内公司资金状况较差，不能同时满足公司多个
短线品种同时需要，出现了个别物资不能及时供应的情况。

（4）.没有明确的采购计划，采购进度较慢，不能及时采购
回急需物资。

在2011年里，我们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公司发展迅速，但是
有喜也有忧，针对以上的问题，在2012年工作中，我们将吸
取经验与教训，我们物资部将一如既往，认真做好工作。在
今后的工作中，我们一定要更加努力学习，增强自己的管理
水平、技术水平和业务素质，为公司的发展和提高公司的经
济效益，做出应有的贡献。

疫情防控物资保障工作总结 疫情期间物资保障工作
总结篇九

1月21日以来，随着全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日趋增多，太
子河区自然资源分局高度重视、积极应对，具体开展了五个
方面工作。

特别是对1月22日市局传达市委、市政府关于新型冠状病毒防
控工作的有关要求进行了认真部署，使分局全体干部职工统
一了思想，增强了紧迫感。



分局主要领导任组长，分管领导任副组长，机关各科室负责
人为成员，明确分工、压实责任，确保疫情防控工作落到实
处。

办公室实行24小时值班，特别是1月26日《中共辽宁省委辽宁
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
紧急通知》下发以来，分局领导班子成员立即停止休假到位
到岗，以便及时准确掌握疫情最新动态，发现疫情即刻上报，
坚决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理。

教育机关干部要正视此次疫情是可防、可治、可控的，不要
发布、传播不实的谣言，避免造成恐慌、发生次生事件。同
时动员干部职工发动身边群众广泛宣传疫情防控常识，依靠
科学、依法防治、群防群治、果断处置。

面对节前疫情突发，消毒、防护用品紧缺的状况，我分局积
极加强与区政府及驻区单位等有关部门横向联系，取得支持，
确保节后上班机关办公场所卫生安全。

一是联系区机关事务管理局，每天定时对局机关办公楼进行
消毒；

二是请区卫键局及驻区医院给予帮助解决部分消毒、防护用
品；

三是会同所在办公大楼其他部门研究联防联控方案、联合印
发通知、联合实行外来人员登记；四是协同区营商环境建设
局与各乡镇街取得联系，推行办事预约服务，通知群众办事
前拨打预约电话，以便统筹安排群众受理时间，避免办事人
员大规模聚集。

疫情防控物资保障工作总结 疫情期间物资保障工作



总结篇十

当前，正值冬春季疫情防控关键期，为进一步做好20xx年冬
春季疫情防控期间物资保障工作，近日，徐州市新型冠状病
毒疫情防控应急指挥部物资保障组发布《徐州市冬春季疫情
防控物资保障工作方案》，确保徐州市重要防疫物资供应有
力有序，主要生活物资供应稳定充足。

备足防疫物资。按照方案要求，徐州市将进一步加强公共卫
生应急物资储备，按满足辖区30天满负荷运转需求，进一步
充实储备品种规模，重点突出重大疫情防治专用中西医药品、
疫苗、消毒杀虫剂、口罩、防护服、护目镜等重要医疗救治
药品、医疗救治设备和医疗防护物资储备。

加强市场监测。相关部门与重点商贸流通企业建立直通渠道，
加强粮油、猪肉、禽蛋、蔬菜、水产品、饮用水（桶装）等
重要生活物资市场监测，全面及时准确掌握价格及市场供求
情况。

及时备货补货。徐州市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农贸市场、
商超、社区超市、便利店等营业场所，要及时与种植、养殖
和生产基地（企业）对接，采购、调运、储备足量的菜、果、
肉、蛋、奶、盐等生活必需品和方便面、火腿肠、瓶装水等
方便食品。

做好销售预警。在疫情持续期间，各地组织足够人手，每天
到商场超市特别是大型商超查销售、查库存。提醒商超明示
库存情况和补货时间。

提供充足货源。主要蔬菜生产基地、生猪养殖基地（屠宰
场）、禽蛋生产基地和水产品生产基地，保障好徐州市主要
农产品、水产品的市场需求；重点商贸流通企业加大对蔬菜、
水果、粮油、水产品等生活必需品的采购、储存、销售等工
作，保证市场供应；工业企业加快生产应急所需的防疫物资



和生活必需品。

畅通绿色通道。建立蔬菜运送“绿色通道”，为运送蔬菜车
辆在高速公路、普通公路上通行提供便利，解决好物流配送
车辆进城问题。加强对乡镇疫情防控工作的指导，为蔬菜直
采企业和车辆出入乡镇运菜提供方便，保证蔬菜等生活必需
品顺利调出。

完善监管措施。加强农产品批发市场监管力度，确保上市农
产品质量安全。维护生活必需品市场秩序，严厉打击囤积居
奇、哄抬物价等行为。督促企业加强价格自律，稳定商品价
格，严格按规定明码标价，不得跟风涨价、借机牟取暴利，
不得利用虚假方式和不正当价格手段进行价格欺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