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情防控后勤保障工作总结 防控疫情后
勤保障工作总结(汇总5篇)

总结不仅仅是总结成绩，更重要的是为了研究经验，发现做
好工作的规律，也可以找出工作失误的教训。这些经验教训
是非常宝贵的，对工作有很好的借鉴与指导作用，在今后工
作中可以改进提高，趋利避害，避免失误。大家想知道怎么
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总结吗？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
优质的总结范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疫情防控后勤保障工作总结篇一

1.全力保障防疫物资。

共从市物资保障组争取口罩98807个、75%酒精828升、84消毒
液928公斤，体温计74支、免洗洗手液116瓶，交于区物资保
障组。捐赠5000个韩国进口的kf94口罩也已交于区物资保障
组。

2.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2月7日，会同制定并出台了《关于做好工业及园区企业返岗
返工防控保障工作的通知》，各镇和区直有关单位实行包保
责任制，指导全区140余家工业企业落实疫情防控主体责任，
并及时协调解决复工复产难题，截止2月19日累计审批51家企
业开复工。2月20日全面复工后，对52家重点企业实施“三
员”（即企业专员、驻企专员、卫生专员）联系包保制度，
实行每日疫情防控、督查。疫情期间，累计为企业代购口
罩271家次164620个。

3.落实疫情相关政策。

参与起草出台《区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扶持企业共渡难关



的若干政策》，重点加大对疫情期间工业企业技术改造的补
助力度，普通企业由原来的按设备投资额10%补助提高到20%，
疫情防控所需物资生产企业直接提高到30%。通过qq群和微信
群向企业宣传省市区疫情防控相关政策措施，并结合现场指
导企业疫情防控、“四送一服”进企业等时机发放宣传册100
余份。组织6家企业申报认定疫情重点保障物资生产企业。

4.鼓励企业捐款捐物。

截止目前，共有12家工业企业捐款共计84万（其中：工业
泵20万元、徽扬物联5万元、振州电子5万元、龙潭消防1万元、
中皇制药10万元、工程塑料厂10万元、博蓝特20万元、派尼
尔2万元、鼎奇链传动3万元、博盛消防2万元、锦江百浪3万
元、帅旗热能3万元）。捐赠5000个韩国进口的kf94口罩也已
交于区物资保障组。市飞龙水泥制品有限公司捐赠75%酒精50
升，84消毒液100公斤。

疫情防控后勤保障工作总结篇二

为有效应对新冠疫情，确保居民生活必需品物资供应通畅，
根据《区生活必需品物资保障应急预案》要求，特制定本方
案，具体如下：

以***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为指引，为
防止辖区居民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出现生活物资短缺情况，
有效保障居民粮、油、肉、菜等生活必需品的物资供应，合
理整合辖区资源，优化配置人力资源，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的
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经过测算，辖区内现有居民15329户，按照1户蔬菜粮食周用
量13公斤测算，每周20万公斤。设置集中送货点1个，在区乒
乓球学校训练馆，用于集中储存和分装。

街道物资集中分捡点设置工作人员100人，人员缺口需要区里



统一调配合。另外，其他12个配送点，平均每个点配送1277
户，每个点设置7名工作人员，平均每人配送182户。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街道党工委书记、办事处主任要对物资
配送工作负总责，每名班子成员包保2个配送点。两个社区居
委会主任提前规划工作，掌握工作流程。

二是确保人力投入。街道社区工作人员，应按照街道统一部
署开展工作，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确保第一时间启动到位。

三是加强宣传发动。一方面鼓励年轻的居民加入到物资保障
志愿者中来，充实力量。另一方面提高群众知晓率，缺少物
资不用慌，蔬菜到了不能抢，安心在家等配送。

街道疫情防控期间物资保障工作方案

疫情防控后勤保障工作总结篇三

统筹推进14家市属医院17个院区在11月底前完成发热门诊提
升改造，改造完成后开设发热门诊的市属医院增加至17家，
发热门诊诊室由40间增加至97间，隔离床位由94张增加至223
张，预计单日最大接诊能力由2600人次增加至7400人次。同
时，推进新建及优化提升17间核酸检测实验室，做好核酸检
测人员和仪器设备储备，配备快速核酸检测设备，有效提升
核酸检测效率，市属医院在秋冬季到来前全部具备核酸检测
能力，预计11月底每日最大检测能力达到10.3万份。

一旦有需要将根据情况依次启用，确保快速收治病例。

危重症救治方面，遴选112名重症医学科青年骨干力量，构建
市级重症救治合成营，分3批组织到朝阳医院和安贞医院开展
为期2个月的临床实践培训，作为重症救治储备力量。同时，
各市属医院组建院级应急医疗救治队伍，并在此基础上抽调
组建市级应急医疗救治队伍，建立分层培训机制，在市属医



院开展全员培训的基础上，开展实战化培训和综合演练等。
此外，还从市属医院抽调人员组建流调人才储备队伍，作为
应急后备力量，在必要情况下协助疾控机构开展病例流调溯
源工作。

按照“市―区―机构”三级医用物资设备储备体系要求，各
市属医院已建立应急物资储备清单，对11类防护物资和多种
消杀产品进行动态储备监测，各类防护物资储备量满足医疗
机构30天满负荷运转的需求。同时，组织市属医院与相关企
业合作建立渠道储备机制，进一步确保物资储备安全。

疫情防控后勤保障工作总结篇四

组长：xxx

副组长：xxxxxx

组员：xxxxxxxxxxxx各班班主任。

（一）、餐厅方面

1、学校卫生安全工作实行主管校长负责制，任命卫生老师及
食堂管理员为校兼职食品卫生管理人员，真正做到责任到人。

2、加强对食品卫生安全意识的学习，认真学习贯彻食品卫生
法律法规，使学校行政人员、管理人员、卫生保健老师以及
从业人员均受到教育，强化卫生安全意识。

3、建立和完善食品卫生管理制度，严格把好食品储存

关，入库前必须严格验收，发现不符合卫生要求的食品一律
不准入库，严守之后认真做好登记；出库前必须查验其感官
性状及保质期。形成良好的日常查验制度，不符合卫生要求
的食品已经发现及时处理。同时还要严格把好食品的初加工、



烹饪加工、供应、餐具清洗、消毒、保洁关，使各个渠道能
做到卫生和安全。

4、落实食堂晨检制度：每天做好食堂从业人员晨检工作，并
认真记录，发现体温偏高或有感冒症状的工作人员劝其休息，
待身体康复之后再上岗工作。

5、认真执行食品留样制度，对于当日供应的各种菜肴在留样
时间和数量上予以保证，并认真做好记录。

6、学校每周对食品卫生情况进行检查，加强内部自身食品卫
生安全管理，提高卫生安全意识。杜绝一切食品安全隐患。

7、对学生强化卫生防疫及食品卫生安全意识的教育，形成食
品卫生安全人人有责，从我做起的良好意识。

8、建立学校公共卫生防疫体系，建立传染病监测预警机制，
对于季节性传染病加强对师生的宣传和预防措施，形成传染
病预防网络体系，责任到人、落实到位。

教室的消毒工作，以确保其他学生的安全。

10、继续加强学生定期检查体检制度和学生因病缺课登记制
度。及时了解学生身体状况，将传染源控制在最小范围内。

11、建立消毒制度，定期对学生用水装置进行清洗，专人监
管，做好记录。定期对教室、实验室、食堂等进行消毒。建
立食堂长假后清扫消毒验收制度。

（二）、商店方面

1、进货渠道固定，有有效的供需合同和进货证明，不得进三
无食品和过期的食品。

2、商店卫生每天及时的打扫，有固定的垃圾存放点，并及时



的清理。

3、商店人员必须办理健康证，并在工作时候进行佩戴。

4、商店要办理营业执照，并定期的进行审核。商店营业者定
期对商店范围内进行消毒处理，严防疾病的发生。

5、不得对学士出售香烟和酒类物品如经发现及时上报校长室，
研究决定及时给出处理意见。

（三）、宿舍方面

1、学生严格按照寝管人员的要求入寝，不得随意进入其他宿
舍，不得留宿他人。

2、按时就寝，不得迟到，有事情要向老师请假，并将请假条
送交寝管老师处。

3、每天及时打扫宿舍，垃圾及时清理，宿舍要良好的通风，
被褥要干干净净，叠放整齐。

4、爱护公物，不得在公物上乱写乱画，外出及时落锁，避免
物品丢失，发现问题及时向寝管老师上报。

5、派专人定期对宿舍和厕所进行消毒，预防疾病的发生。

总之我校要把食品安全整顿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加强组织领
导，加大经费投入，严格日常卫生安全管理。要按照本实施
方案，结合实际提出本学校具体整顿的方案和重点、任务和
工作目标，逐层逐级落实。加强宣传，营造氛围。对学生进
行食品安全知识宣传，动员广大师生积极参与食品安全整顿
工作，要通过家长会向学生家长宣传，提高全社会食品安全
意识。



疫情防控后勤保障工作总结篇五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后勤保障是打赢当前这场疫情阻
击战的基础。面对严峻的疫情防控形势，****办公室快速响
应，深入学习市**院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指示精神，按照院党组关于防控工作的部署要求，充
分发挥党支部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真正将疫
情防控和应对处置工作作为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重大考验，作为践行初心使命
的具体行动，团结合作、全力以赴做好后勤保障工作。

加强公共区域清洁消毒。院内案管中心、传达室、南北大厅、
电梯、卫生间等公共区域每日消毒两次;重点针对门岗按键、
办公楼门禁按钮、电梯按钮、水龙头、垃圾桶把手等人体频
繁接触部位进行定时消毒;各会议室、值班室每日消毒一次，
被罩、床单每日清洗更换，防止细菌滋生。

加强公共区域通风。定时开启南北大厅、楼道及电梯厅的窗
户，保持空气流通，预防病毒传播。

加大办公楼外公共区域消毒力度。大楼外围公共区域每两日
消毒一遍，重点对院内的绿化带、垃圾桶、集水井、下水道、
排污管道、排风管道、地下车库等卫生死角进行清洁和消杀，
减少细菌滋生和传播的几率。

加强餐厅消毒，保障饮食安全。严格管控食品原材料，保证
食材新鲜;加强餐饮工作人员管理，确保无人带病上岗;每餐
后用标准配比消毒液对仓库、冷库、操作间、用餐场所等进
行消毒;每餐后对餐厅整体消毒一遍;个人自带餐具到餐厅指
定处清洗;由自助餐调整为服务人员打饭就餐;分时段、分散
就餐，不聚集聊天，避免交叉传染，就餐后迅速离开餐厅。

严格人员管理，筑牢预防屏障。门岗值守人员严格检查所有
进入大门人员，非本单位人员因特殊情况需要进院的，需登



记信息、测量体温，并与本单位人员确认后方可放行;保安、
安检、服务员、餐厅人员、保洁人员等所有物业后勤工作人
员，在工作时戴好防菌口罩和手套;驾驶员驾驶车辆时必须佩
戴手套;餐厅供应蔬菜人员在本院大门外交接，必须进入时做
好消毒工作。

打牢防疫基础，保障物资供应。克服当前物流不畅、用品短
缺的困难，第一时间与多方沟通协调，加大采购力度，最大
限度满足防疫需求。安排专人进行防控物资的清点发放，做
到精准发放，实现防控物资供应和储备的有效匹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