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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关县食盐供应应急预案

为提高政府对食盐供需的宏观调控，及时解决因突发事件

引发的食盐市场异常波动，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

做到早发现、早控制、早解决，维护市场稳定和社会安定，根

据《云南省盐业体制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云南省

食盐供应应急预案的通知》（云盐改办〔2017〕2 号）和《文山

州盐业体制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文山州食盐供应

应急预案的通知》（文盐改办〔2017〕15 号）要求，结合我县

实际，制定本预案。

一、组织机构及职责

（一）在县人民政府领导下，县盐业体制改革工作领导小

组负责领导、组织、协调、指挥全县食盐供应紧急情况下的应

对工作，主要工作职责：

1.掌握食盐供应形势，作出启动或终止执行本预案的决策。

2.按照部门职责分工，统筹协调安排部署各乡（镇、场）、

县直各部门之间食盐应急处置工作。

3.协调安排食盐供应应急期间县内食盐经营企业的应对工

作，发布有关调控措施指令。

4.对各乡（镇、场）和县直有关部门食盐供应应对工作进

行督查和指导。

5.必要时，要求县发改、工信商务、公安、卫计、市场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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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等部门和食盐经营企业成立相应的应急指挥机构，并明确职

责和任务。

（二）县工信商务局（县盐业体制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承担领导小组安排的具体工作，主要职责：

1.及时了解和汇总全县食盐供应相关情况，并及时向县盐

业体制改革工作领导小组报告，提出应急处置意见和建议。

2.负责落实县盐业体制改革工作领导小组下达的指示命

令，做好食盐调度和供应调控、经费保障、舆情报道工作。

3.完成县盐业体制改革工作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

（三）县发改局负责加强食盐供应应急期间市场价格的监

督检查，依法查处哄抬食盐价格违法行为。

（四）县财政局负责研究解决食盐供应应急状态下的资金

保障安排、审核食盐储备等相关费用支出。

（五）县卫计局负责对食盐供应应急情况下的碘盐监测和

预警工作。

（六）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食盐供应应急情况下的市场

秩序和零售市场的临时网点设立；负责食盐供应应急期间的食

盐质量安全工作。

（七）县公安局负责配合盐政执法部门打击涉食违法犯罪

行为和食盐供应应急期间的安全保卫工作。

（八）县食盐转（代）批发企业负责保证食盐供应应急期

间的食盐供应工作。

（九）各乡（镇、场）及县直有关部门在县盐业体制改革



— 4—

工作领导小组的统一领导下，配合做好食盐供应紧急情况下的

应对工作。

二、工作措施

（一）信息监测与报告

为及时发现并有效控制食盐市场异常波动，县工信商务局、

发改局、各乡（镇、场）及县食盐转（代）批发企业应特别关

注食盐供求行情，要认真采集、整理、分析我县各区域食盐销

售信息及其他有关的信息，对监测到发生或可能发生食盐供应

的紧急情况，要及时将有关信息报告县盐业体制改革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由县盐业体制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汇总后报

县人民政府，以便统筹协调，迅速实施相关应急措施。

为应对发生或可能发生食盐供应应急事件，一要加强应急

值班。县盐业体制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公布值班电话

（0876-7133328），紧急时实行 24 小时在岗值班。二要加强沟

通联络，保持领导小组办公室与成员单位及相关单位的联络畅

通。

（二）应急等级

食盐供应应急突发事件分为重大食盐供应事件、一般食盐

供应事件和其他事件三级。

1.重大食盐供应事件

出现居民抢购食盐，对食盐供应出现恐慌，集中排队大量

购买，食盐日销量连续 3 天超过正常销量 4 倍以上，大部分

地区出现主要供应食盐品种脱销断档或全部出现食盐脱销断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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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

2.一般食盐供应事件

出现居民集中、大量购买食盐，食盐连续 3 天超过正常销

量 2 倍以上，市场食盐价格有上涨趋势。食盐批发企业食盐库

存急剧下降，明显低于规定的库存定额。

3.其他事件

上述事件分级未能覆盖的食盐供应其他情况。

（三）应急响应

1.重大食盐供应事件响应

（1）对各乡（镇.场）进行重点监控。县盐业体制改革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相关单位以及监测网络店联系电话全天 24

小时开通，随时通报食盐购、销、存等变化情况，以便及时采

取应对措施。

（2）及时动用储备食盐，以保证食盐市场的供应。

（3）对食盐市场进行全面督查。县盐业体制改革工作领导

小组成员单位根据职责分工，安排专人及时掌握相关情况，对

重点地区要进行现场检查、监督、指导，接到各地紧急报告和

求援，有关部门要按领导小组下达的指令，迅速落实应急措施。

2.一般食盐供应事件响应

一般食盐供应事件供应紧缺时，县盐业体制改革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要采取适量动用食盐储备调运以及维护市场秩序等

措施予以解决，并辅以适当的宣传解释。主要措施：

（1）加大食盐市场监测力度和监管力度。县盐业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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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应密切关注、分析食盐市场供应动态，

及时向领导小组办公室反馈信息。各乡镇（场）于次月 5 号前

向县盐业体制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报告食盐的购、销、存

情况和食盐价格情况。同时县工信商务局要联合相关执法机构

加大食盐市场的稽查力度，以防止不法商贩倒卖私盐、劣质盐、

无碘盐进入食盐市场，或不法商贩哄抬食盐价格、囤积等违法

违规行为发生。

（2）保证食盐供应，增大食盐的调入量。食盐批发企业要

增加小包装食盐的库存，保证市场上各食盐品种的正常供应，

未经县盐业体制改革工作领导小组的批准，不得向市场投放散

装食盐。

3.其他事件

由县盐业体制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根据实际情况进行

分析、评估，并提出采取相应措施的意见和建议，报县盐业体

制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审定。

（四）舆论宣传引导

按照规定及时召开新闻发布会，通过电视、广播等形式，

及时向社会公布有关政策措施、市场监测、市场监管情况，搞

好舆论宣传引导，防止信息谣言和炒作。

（五）应急结束

应急响应达到预期目的后，按照应急响应发布权限和有关

程序宣布终止应急响应。

（六）后期处置



— 7—

应急响应结束后，按照县盐业体制改革工作领导小组的要

求，有关单位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对应急期间的征用、生产、

购销等事项办理财务结算和补偿等事宜。县盐业体制改革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汇总情况向县人民政府报告。

（七）应急措施能力评估

按照县盐业体制改革工作领导小组要求，由领导小组办公室牵

头组织对响应过程、应急措施及恢复措施的效果进行评估，总

结经验教训，补充修订相关应急预案。

三、应急保障

（一）信息保障

县工信商务局按照县人民政府的要求对全县主要预警体系

网络提供相应支持，定期分析、评价运行效率。

（二）储备保障

经县人民政府批准同意，由县工信商务局牵头建立县级食

盐储备制度，完善县级食盐储备体系，明确政府储备和企业社

会责任任务，为保持对突发事件的应对能力，确保紧急状态下

能够按照指令动用食盐储备，所需资金由县财政局根据实际情

况审核拨付。

（三）运输保障

交通运输部门要优先保证紧急情况下食盐运输通道的安全

畅通。特别紧急时，可依法行使社会运输工具的紧急征用权，

确保应急食盐能够及时、安全调运。

（四）治安保障



— 8—

公安机关根据职能分工依法参与食盐应急处理和治安维护

工作。

四、附则

（一）各乡（镇、场）和县级有关部门、食盐批发企业要

结合职责分工，编制或修订相应的专项预案或具体工作预案。

（二）本预案由县盐业体制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县

工信商务局）负责解释。

（三）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