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南省粮食应急供应网点管理办法（暂行）

（征求意见稿）

为加强我省粮食应急供应保障体系建设，规范我省粮食应

急供应网点管理，确保在出现应急状态下有效发挥粮食应急保

障作用，特制订《海南省粮食应急供应网点管理办法（暂行）》。

一、总体目标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

落实新形势下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坚持确保在紧急状态下“吃

粮买得到”的粮食供应底线思维，按照“合理布点、全面覆盖、

平时自营、急时应急”的原则，构建省市（县）乡镇三级的市

场化体制下布局合理、运转高效、保障有力的粮食应急供应保

障体系，实现应急供应网点城乡全覆盖。

二、工作原则

（一）统筹协调。按照粮食应急工作分级负责的要求，应

急供应网点建设认定，在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统一协调下，由

各市县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根据工作任务和当地实际情况组织

实施，确保粮食应急供应。

（二）合理布局。按照粮食应急网点合理布点、城乡全面

覆盖的要求，合理认定应急供应网点，并与应急加工、储运、

配送等有效衔接。

（三）社会参与。积极争取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对粮食应

急供应网点建设的支持，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利用现有



资源通过条件审核，认定粮食应急供应网点，不断提升粮食应

急保障能力和水平。

（四）规范管理。粮食应急供应网点在非应急时期，按照

市场化运作，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各市县粮食和物资储

备局要加强对应急供应网点的管理，规范经营行为，建立应急

供应网点的考核和动态调整机制，确保其有效正常运转。

（五）属地管理。各级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按照粮食安全省

长、市县长责任制和粮食应急分级负责的要求，粮食应急供应

网点按照属地管理原则，由所在地市县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与区

域内的应急网点签订协议书，明确权利、责任和义务。粮食应

急供应网点要在应急预案启动后，服从有关部门统一安排和调

度，履行承诺，切实做好粮食应急供应工作，确保各项应急供

应措施得到有效落实。

三、主要任务

按照粮食应急供应需要，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和社会力量，

加快构建以区域性成品粮应急连锁配送中心为龙头，以县级以

上城市粮食应急供应网点为骨干，以覆盖街道和乡镇的城乡粮

食应急供应网点为基础的新型粮食应急供应体系。

（一）粮食应急供应网点的设置。按照每个乡镇、街道（社

区）确保有 1 个应急供应网点的要求，海口市人口集中的社区，

每 3 万人设立了一个应急供应点，形成市区 1 小时，农村 2 小

时的应急供应网络。

（二）粮食应急供应网点建设。



1.充分利用和整合现有资源，努力把现有骨干粮食加工企

业供应网点、军供网点、成品粮批发市场、连锁供应网点等建

设为应急供应网点；

2.积极争取地方政府支持，新建或升级改造部分粮食供应

门店，作为应急保障的骨干供应网点；

3.充分利用社会资源，把符合应急条件的商场、超市、粮

油经销店纳入应急供应网点。

四、粮食应急供应网点认定的基本条件与要求

（一）粮食食品经营店（含连锁超市）的营业面积一般不

小于 80 平方米，经营基本品类较为齐全的成品粮及其制品；

粮食应急供应网点的粮食主营店营业面积一般不小于 50 平方

米，人口规模较少的乡镇可以适当降低面积要求；

（二）原则上要求营业场所产权自有或与产权人签订 3 年

以上租赁合同；

（三）商品质量保证，杜绝有毒、有害或假冒伪劣产品进

入粮店；商品计量准确，价格公道合理，诚信经营，服务承诺

落实；

（四）具有符合规范的安全、卫生、消防等基本条件，近

3 年内无出现重大及以上责任事故；

（五）在粮食供应紧张或其它特殊情况下，必须服从当地

政府要求，承担粮食供应任务；

五、粮食应急供应网点认定程序与申请材料

（一）认定程序



由企业自愿申请，经所在地粮食行政管理部门按粮食应急

供应网点的基本条件与要求组织审核，正式发文确认并授牌，

并与供应网点签订合同（或协议），同时向省粮食和物资储备

局报备。

（二）申请材料（一式二份）：

1.《粮食应急供应网点申报表》（详见附件 1）；

2.《营业执照》复印件；

3.已获得荣誉称号的相关材料复印件。

六、粮食应急供应网点的管理

（一）经确认为应急供应网点由各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授

予“粮食应急供应网点”称号并授牌（详见附件 2）。

（二）建立粮食应急供应网点评价制度。由认定的粮食行

政管理部门按照粮食应急供应网点认定的基本条件与要求两

年一度的评价。经评价确认已不符合粮食应急供应网点认定的

基本条件与要求的，责令其限期整改。经整改仍然不符合的，

将取消相应称号并收回授牌。

（三）各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每年组织一次对辖区内粮食

应急供应网点销售情况的跟踪走访，了解经营情况，帮助解决

问题。各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按有关规定对粮食粮食应急供应

网点开展粮食应急工作、企业管理、产品质量、遵纪守法和信

用信息等方面的监督检查。

（四）各市县政府或有关部门应对粮食应急供应网点提供

政策扶持或资金补助，做好相关服务，调动其积极性，起到稳

定网点的作用。



（五）各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要加强对应急供应网点人员

的应急知识培训，掌握应急供应的流程和基本操作程序，提高

其在应急状态下承担应急供应工作的能力。

（六）在启动粮食应急预案时，粮食应急供应网点因执行

政府制定的粮食供应政策和规定所造成的损失或产生的费用，

由粮食行政管理部门会同同级财政部门据实审核给予补偿。

七、解释与期限

（一）本办法由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负责解释。

（二）本办法有效期 5 年，自印发之日起 30 天后施行。

附件：1.粮食应急供应网点申报表

2.粮食应急供应网点牌匾（式样）

附件 1

粮食应急供应网点



申

报

表

申报单位（盖章）：

申报日期： 年 月 日

粮食应急供应网点申报表

申报单位（盖章）：

供应网

点类型
负责人



及名称

地 址 经营主体

电 话 邮 编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注册资金 元

基

本

情

况

营业面积（M
2
）

仓库面积（M2）

企业职工数（人）

经营粮油及其制品品种(个)

年粮油销售量（吨）

现 场

审 核

情 况

负责人： 年 月 日

市、县

粮食行

政管理

部门审

核意见
（盖章）

负责人： 年 月 日



附件 2

粮食应急供应网点牌匾（式样）

说明：1.牌匾大小规格为 600*400*25mm,材质为 1mm 厚不锈钢，面拉丝处理。

2.XX 市（县）粮食（应急）供应网点字体如上，颜色为黑色，其中“（应急）”红色；编号用红色。

3.企业和非企业性质的社会主体分别用“供应企业”“供应网点”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