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汉市粮食应急保障企业管理实施细则
（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全市粮食（含食用油，下同）应急保障体系

建设，规范市级粮食应急保障企业（含网点，下同）管理，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

生产法》《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粮食应急保障企业管理办法》

（国粮仓规〔2021〕193 号）《湖北省省级粮食应急保障企业管

理细则（试行）》（鄂粮规〔2023〕1 号）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制

度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本实施细则所称市级粮食应急保障企业，是指经市

发改委（粮食局）确定，承担全市粮食应急保供任务的企业和

供应网点。包括应急加工企业、应急配送中心、应急储运企业、

应急供应网点和应急储备保障中心五种类型。

第三条 市级粮食应急保障企业的确定和管理，坚持动员推

荐、择优确定、标准化建设、动态管理、强化监管的原则。

第四条 市发改委（粮食局）公开发布市级粮食应急保障企

业的有关信息，法律法规规定不予公开的除外。

第二章 条件和标准

第五条 市级粮食应急保障企业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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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市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供应网点除外），产权

清晰，严格执行国家和省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依法、诚

信经营，生产经营正常，近一年无违法经营行为；

（二）生产经营的粮食产品质量指标和食品安全指标应符

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近一年未发生质量安全事故；

（三）生产经营环境符合要求，具备突发停电、停水、极

端天气等特殊情况下的应急响应能力，严格落实污染防护有关

规定，相关措施和设备能够确保粮食不受污染；

（四）严格落实安全生产有关规定，无重大安全生产隐患，

近一年未发生安全生产责任事故；

（五）具备《粮食应急保障企业管理办法》规定的相应条

件标准，符合布局要求，经营规模、产品和服务质量属市内同

行业领先水平，具备示范带动作用。

第六条 市级粮食应急加工企业须运营管理规范、经营情况

良好，具备不低于“小麦日加工能力150吨、稻谷日加工能力100

吨、油脂分装日加工能力30吨”指标之一的加工能力。建立社

会责任储备，储存一定规模的原粮和成品粮（小包装大米、面

粉、食用油，下同），每月末原粮和成品粮库存量之和不低于

企业5天加工处理能力。具备一定储存、运输能力，具备生产合

格产品所需的工艺设备、检化验仪器和检化验能力，从业人员

应具备岗位所需的国家职业资格。

第七条 市级粮食应急配送中心须具备不低于1000吨仓容

的库房，且日运输能力不低于100吨或自有车辆日运输能力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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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50吨，年度粮油经营量不低于3000吨。有满足配送需要的运

输和装卸设施，有满足配送业务需要的厢式密闭运输车辆及停

车场，有必要的叉车和输送机械等装卸设备，有较成熟的配送

资源和渠道，配送能力符合应急布局需要，仓库符合国家分类

商品的仓储条件。

第八条 市级粮食应急储运企业须以承担市级储备粮收储

轮换任务为主，具备符合国家要求的储存仓库和设施，仓库使

用面积应满足需要，库房硬件条件符合储存要求，区位条件能

够较好满足当地储备和运输配送需要，且具备不低于80吨/日的

运输组织能力。

第九条 市级粮食应急供应网点须以位置便利的大型综合

商超、连锁超市、军粮供应站、供销社网点为主，具备不低于

“小麦粉日供应能力18吨、大米日供应能力10吨、小包装食用

油日供应能力5吨”指标之一的供应能力。销售的商品均应明码

标价，营业面积满足应急供应需要，管理规范，配备相应的网

络及通讯等设施。具体量化指标，在新城区和功能区可适当放

宽。

第十条 市级粮食应急储备保障中心主要依托沿长江港口

及多式联运场站、铁路专用线选定。具备粮油储存、加工、物

流配送、供应等多种功能，具备较强的应急动员调度功能和供

应能力，确保实现平时正常运转、急时高效保障。

第十一条 辖区内省级粮食应急保障企业同时被确定为相

应类型的市级粮食应急障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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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申报和确定

第十二条 市级储备粮的承储企业和已经确定为市级粮油

应急加工企业的无需重新申报确定。其他企业申报和确定为市

级粮食应急保障企业（不含网点）的程序：

（一）企业申报。企业自愿的前提下，向辖地区发改局（粮

食局）申报相应类型的市级粮食应急保障企业。企业对所申报

资料的真实性负责。

（二）实地核查。区发改局（粮食局）应对企业申报信息

实地核查后，汇总统一报送市发改委（粮食局），出具正式核

查情况报告，并对核查真实性负责。实地核查期间，发现企业

弄虚作假或其他不符合要求情形的，不得作为推荐对象。

（三）遴选入库。市发改委（粮食局）将各区申报的应急

企业和供应网点进行分类梳理，建立市级粮食应急保障企业备

选库。

（四）公示确定。市发改委（粮食局）统筹考虑全市粮食

应急保障体系布局等需要，根据入库企业的应急保障条件和能

力，择优选取市级粮食应急保障企业候选名单，并向社会公示。

公示无异议的，确定为市级粮食应急保障企业。

（五）签订协议。市发改委（粮食局）与确定的市级粮食

应急保障企业签订粮食应急保供承诺书。

第十三条 各区发改局（粮食局）应按照《武汉市粮油应急

供应网点标准化建设实施方案》要求，开展应急供应网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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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建设，并组织验收。达标后，由各区向社会公示，公示无异

议的上报市发改委（粮食局）。根据全市统筹需要，市发改委

（粮食局）择优确定为市级应急供应网点。

第十四条 按照有关规定，市发改委（粮食局）应向省粮

食局备案市级粮食应急保障企业名单，并在全市范围内公开。

第四章 管理和监督

第十五条 市发改委（粮食局）加强对市级粮食应急保障企

业的监督管理，协调解决应急准备或应急保供中存在的困难，

指导督促企业履行承诺，完成应急任务。各区发改局（粮食局）

负责辖区内各级应急保障企业的属地监管。市储备粮保障中心

配合市发改委（粮食局）做好相关工作。

第十六条 区发改局（粮食局）发现本辖区企业涉及粮食应

急能力相关情况发生变化的，应及时上报。市发改委（粮食局）

加强对市级粮食应急保障企业的动态维护。每季度末，更新粮

食应急保障企业信息或对企业进行调整。

第十七条 市发改委（粮食局）研究制定市级粮食应急保障

企业建设维护等扶持政策，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在粮食仓储设

施、粮食物流、产业发展等项目建设中为符合条件的企业争取

支持。

第十八条 市发改委（粮食局）应适时对市级粮食应急保障

企业进行调研、督查，相关情况作为政策支持的重要依据。

第十九条 监管中发现市级粮食应急保障企业落实应急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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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承诺不到位、企业资质和应急保障能力明显不符合有关条件

和标准的，责令其限期整改。

第二十条 企业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不再作为市级粮食应

急保障企业，并及时补充调整：

（一）限期整改不到位或边改边犯、屡查屡犯的；

（二）通过隐瞒情况、提供虚假材料，或以欺骗、贿赂等

不正当手段确定为市级粮食应急保障企业的；

（三）发生重大变故或存在重大经营风险，影响企业正常

经营或应急功能的；

（四）造成安全生产事故或存在重大安全生产隐患的；

（五）被列入不良信用记录的；

（六）不接受监管，在应急保供中不服从统一安排调度，

拒不执行应急保供任务，或执行不力，任务落实不到位的；

（七）其他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

第五章 责任与义务

第二十一条 市发改委（粮食局）负责市级粮食应急保障企

业的确认，对全市粮食应急保障工作进行业务指导和监督。各

区发改局（粮食局）负责组织做好辖区内市级粮食应急保障企

业的申报、现场审核以及属地监管，落实上级粮食部门安排的

工作任务，完善“街道-社区”粮食应急保障各环节功能。

第二十二条 市级粮食应急保障企业应遵守粮食生产、流

通、储备等各项规定，加强日常运营维护，巩固提升应急功能，

平时按市场化运作，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觉接受各级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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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管理部门的监督检查，及时报告涉及粮食应急保障的重要

情况。加强应急演练和培训，学习积累粮食应急保供经验。积

极推进和主动配合开展信息化建设，适应信息化监管要求，不

断提升应急保供水平。

第二十三条 进入粮食应急状态或启动粮食应急预案后，市

级粮食应急保障企业应自觉履行承诺，发挥中坚骨干和示范带

动作用，服从安排调度，完成好工作任务。法律法规另有规定

的，从其规定。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四条 本实施细则由市发改委（粮食局）负责解释，

自印发之日起实施，有效期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