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保武汉市场供应，9省区市快速
响应。9省联保联供协作机制的建立，
既是责任担当，更是手足之情。

“湖北特别是武汉紧缺什么、需要
什么，有条件的省区市会在第一时间对
接，协调组织货源，跨区调运湖北。”商
务部市场运行司副司长王斌表示。

9省联保联供协作机制持续不断支
援湖北武汉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1月
23日以来，已累计向湖北调运生活必
需品4.4万吨，其中果蔬近3.6万吨、
米面5468吨、方便食品537吨。

疫情突发，生活必需品“保供
战”打响。

1月23日，湖北省武汉市因疫情
防控需要采取“关闭离汉通道”措
施。为保障湖北武汉生活必需品供
应，商务部连夜协调山东、安徽、江
西、河南、湖南、重庆、广西、云南
八个省区市商务主管部门，与湖北省
商务厅和武汉市商务局搭建起9省联
保联供协作机制平台，开通机制微信

群，及时了解一线情况，开展生活必
需品货源对接。

从机制建立到部署指导9个省区
市从组织领导、任务目标、调运渠
道、组织复工、创新方式等方面完善
机制运行模式，商务部及各级商务主
管部门付出了巨大努力。

掌握市场数据，摸清货源底数，
才能更科学有效地调配资源。商务部
同时启动了生活必需品市场日报监测
制度、应急商品数据库日报制度、31
个省区市商务主管部门生活必需品市
场异常情况零报告制度和8种生活必
需品供应情况报送制度。安排专人负
责每天催报汇总，与湖北武汉建立直
线联系。为第一时间掌握武汉市场情
况，商务部党组派出工作小组赴武汉
一线，了解真实情况，协助解决武汉
一线保供工作面临的突出问题。

2月17日，《商务部办公厅关于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进一步完善九省
联保联供协作机制的通知》中提出，

各地要继续发扬“一方有难、八方支
援”精神，加强对接和服务保障，确
保湖北武汉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稳定。

随着疫情管控成效显现，各地企
业复工复产有序推进。截至2月底，
商务部掌握的数据显示，粮食应急加
工能力复产率已超过70%，肉类、奶
类及食品加工等民生产品企业复工复
产加快推进。商贸流通企业复工率不
断上升，大型连锁超市开业率达
95%，品牌连锁便利店开业率在80%
左右；电商平台、快递企业复工率进
一步提升。交通运输陆续畅通，生活
必需品供应链逐步打通，产销对接进
一步顺畅，为增强生活必需品市场供
应提供有力保障。

在这种有利的情况下，商务部提
出进一步提高保供标准。组织湖北及
周边省份企业进一步提高保障湖北武
汉生活必需品供应标准，将粮、肉和
食用油保供库存天数提高到30天，提
高了蛋、奶、菜等生活必需品保供库

存标准，确定了保障供应的保底数量
及响应制度，保证湖北武汉在疫情防
控关键时段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稳
定。按照前述更高的保供标准，会同
有关部门增加了粮油生产、肉类加工
等一批主要保供企业，湖北及周边省
份大型骨干保供企业由150家增加到
近200家，确保货源充足，支撑有力。

9省联保联供协作机制建立以来，
为保障湖北武汉生活必需
品市场供应发挥了积极作
用。“在机制建立早期，各
省区市都是自发地向湖北
武汉捐赠部分蔬菜、生活
必需品。目前，八省区市
主要是以协议售卖形式支
援武汉。”王斌介绍说。下
一步，商务部将会同有关
部门不断完善协作机制，
提高保供标准，强化保供
支撑，利用这一平台确保
武汉市场稳定。

按照“政府组织，社会参与，周
发两列，持续不断”的要求，截至3
月3日，广西已开行10列支援湖北果
蔬物资直达冷链专列，运送生活物
资、医疗物资超2000吨，以实际行动
支持湖北保供抗“疫”。

1月29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商务
厅根据自治区党委、自治区政府部
署，第一时间与湖北省商务部门取得
联系，了解湖北、武汉市场需求，并
在第一时间向全区农产品生产、流通
企业发布了相关需求信息，企业闻
讯，踊跃捐赠。

广西商务厅于1月29日晚11时发
布产品集结令，到30日下午5时装
车，采摘、分拣、包装、运输、集结
等仅用了18个小时，满载200多吨西
红柿、西葫芦、辣椒、包菜、莴笋、
竹筒青菜、毛节瓜、海鸭蛋8种广西
优质蔬菜、禽蛋的首列果蔬冷链专列
从南宁国际铁路港出发，直奔武汉市
吴家山集装箱中心站。自治区商务
厅、农业农村厅、南宁铁路局以及南
宁市、贺州市、百色市和防城港市7
厅市联动，企业和农户快速行动，确
保了此次物资的快速集结。

“疫情不止、支援不停”是这次广
西防疫支援工作的坚定意志。

2月7日下午，广西支援湖北果

蔬物资直达冷链专列满载着来自桂
林市的约 200 吨优质果蔬物资从桂
林西铁路物流中心出发，直发湖北
咸宁市。这是广西继2月4日开行第
二班支援湖北果蔬物资直达冷链专
列后，时隔3天再次开行的第三班专
列。这批支援湖北的果蔬物资全部
由桂林市爱心企业、协会、合作社
等无偿捐赠。

为了支援疫区打赢这场战“疫”，
百色市发挥了“南菜北运”基地优
势。2月11日上午，广西支援湖北果
蔬物资直达冷链专列从百色火车东站
启程，直发湖北宜昌市。

疫情防控期间，84消毒液、医用
酒精等消杀品在全国范围内都属于紧
俏物资，收储及运输难度较大。广西
前线指挥部收到十堰市前方工作组医
疗用品需求后迅速行动，在短短6小
时内，就从桂林、北海、钦州、南宁
等多地调配筹集了84消毒液、医用酒
精等消杀物品200余吨。广西铁路部
门积极配合物资运输工作，特事特
批，在最短时间内制订了危险品运输
方案，及时到位提交运输计划。2月
21日下午，满载400余吨医疗物资、
生活物资的广西支援湖北果蔬物资直
达冷链专列从南宁国际铁路港出发，
直发湖北十堰市。

为支援湖北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云南省委、省政府组织多部门进
一步完善机制运作模式，加强协调配
合，全力保障湖北武汉市场供应
稳定。

为保障湖北市场生活必需品供
应，云南省商务厅想方设法加大湖北
蔬菜供应，通过积极协调农产品流通
企业及市场渠道，向湖北特别是武汉
供应蔬菜，鼓励和协调有关单位、企
业向湖北捐赠蔬菜。云南省商务厅先
后3次组织人员赴晋宁区、陆良县、
元谋县等地协调保障湖北蔬菜的冷库
企业和泡沫箱厂复工，保障湖北蔬菜
供应。

疫情期间，云南省“一部手机云
品荟”平台火速上线了“健康食材
供需公益服务专区”，基于“云品
荟”供应链体系，提供农产品供
应、农产品采购需求等供需对接撮
合服务及物资运输服务。公司副总
裁阮鹏介绍说：“目前，经过平台牵
线，已累计向湖北运送新鲜食材200
余吨。”

“芸岭鲜生”是云南从事有机种

植、蔬菜加工出口、生鲜配送等业务
的企业。针对疫情较重的湖北省武汉
市，“芸岭鲜生”保持6吨至8吨的日
均供应量。

同时，云南省商务厅还与湖北省
建立了双方工作协调和应急调度机
制，明确了“云南省提出捐赠清单—
湖北选择和增加捐赠清单—云南将捐
赠农产品发送到接收点—湖北负责调
配和接收”的严密工作程序。“目
前，各项沟通衔接工作非常顺利，达
到了协调畅通、捐需匹配、运输高
效、服务到位的目的，持续保障好湖
北人民‘菜篮子’。”云南省商务厅副
厅长王晓华说。

2月13日晚8时，经过日夜兼程
28小时，由云南农垦集团负责采运的
云南省捐赠武汉市88吨优质蔬菜顺
利抵达武汉四季美蔬菜批发市场。14
日上午，这批蔬菜发放到了武汉市民
手中。

“根据湖北省商务厅反馈的需求
清单，他们需要什么，我们工作专
班就在全省范围内征集有意愿的供
货主体，形成捐赠产品备选库。同

时，也有省内生产主体主动提出自
己想捐赠产品，我们会把这部分产
品清单提供给湖北，请他们做点菜
式选择。”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厅长谢
晖表示。

目前，云南省农业农村厅抽调专
业人员组成蔬菜类、水果类、肉禽蛋
类、花卉类4个产品比选工作小组，
负责摸排全省农产品产能，筛选供货
主体和捐赠产品，建立捐赠农产品备
选库。组织24家农产品质量安全检
测机构，对捐赠产品开展免费检测工
作，同时组织各地农业农村部门配合
做好农产品质量监管、把关和确认等
工作。

截至3月4日中午，云南省累计
向湖北省捐赠农产品12600万吨，其
中省工作专班组织捐赠2826吨，省
级有关部门和其他各州 （市）、县
（区、市）以及社会组织捐赠农产品
9774吨。

2月28日上午8时许，由云南省
国资委组织的第二批 32 车 38
种、价值1282万元的生活
生产物资顺利抵达咸宁。

600件翅根、350件翅中、330件
带鱼段、2400件肋排、900件半边鸭
……2月25日，在位于重庆大渡口区
的重庆万吨冷储物流有限公司，工人
们紧张有序地用推车将总共55吨的冷
冻食品搬运到两辆冷藏货车上。

“这是为了保障武汉市民食品供
应充足，紧急调货给武汉万吨冷储物
流有限公司的冷冻食品。”重庆万吨
公司总经理谢尚权告诉记者，为了确
保紧急调货顺利，公司连夜召集了
30多名员工开展调货、搬运、协调
等工作。

重庆万吨公司是重庆地区一级冷
冻食品交易市场、十大百亿元级市场
之一，年吞吐量达150万吨，年交易
额近200亿元，市场所供产品占重庆
地区居民副食品消费总量七成以上。

同饮长江水，渝鄂一家亲。9省
联保联供协作机制建立以来，重庆积
极行动，立即与山东、安徽、江西、
河南、湖南、广西、云南、湖北8个
省区商务主管部门建立了联保联供协
作机制，源源不断地把支援物资运往
湖北。

重庆市商务委提供的数据显示，
截至3月1日，重庆市共计向湖北省
捐赠各类生活物资1242.5吨，其中蔬
菜粮油907.3吨、水果305吨、食用
油23吨、猪肉4.2吨、苕粉3吨，另
捐赠碗碗羊肉 1000 包、豆干 1000

包、鸡蛋72000个。
重庆市商务委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疫情发生以来，重庆第一时间成
立了疫情期间蔬菜水果市场保供专
班，专门负责重庆市对口支援湖北省
蔬菜水果等生活物资组织保障工作，
同时印发了《重庆市支援武汉和孝感
重要生活必需品应急调运工作方案》
和《重庆市捐赠武汉和孝感蔬果接收
调运暂行办法》，细化社会各界向武汉
和孝感捐赠蔬果的接收品种、接收主
体、物资接收、物资储存等工作任务。

1月24日，接到重庆商务委通知
后，重庆双福农产品批发市场有限公
司执行董事卫永生短时间内组织了
14辆拖挂车的果蔬，于1月26日抵
达武汉，第一时间保障武汉民生
所需。

“在做好与市内相关区县、大型商
贸企业对接工作的同时，我们及时了
解湖北武汉等地区生活必需品供应情
况和存在的问题，第一时间协调市内
有关部门解决问题，保障湖北武汉重
点地区的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重庆
市商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说，重庆市
商务委一方面积极对接武汉市商务
局、孝感市商务局，搭建沟通联络渠
道，掌握两地市场需求和日常供应等
相关数据；另一方面协调重庆市相关
职能部门对物资运输通道、物资采购
给予优先支持。

安徽湖北山水相连，邻里情深。疫
情发生以来，按照中央及商务部部署，
安徽省认真落实9省联保联供协作机
制，积极支持湖北特别是武汉做好生活
物资保供工作。

1月27日，在省防控指挥部领导
下，合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成立专
项工作组，紧急发出组织生活物资支援
武汉的通知，并决定由合肥百大集团周
谷堆批发市场组织货源，商务、交通、
市场监管、卫健、国资等市直相关部门
组织协调调度车辆、安排食品安全监
测、防疫防控和后勤保障等工作，实施
点对点全程冷链运输，确保支援任务快
速高效完成。

1月28日晚，专项组紧急召集蔬
菜经营户，确定蔬菜品类，签订了总计
300多吨、价格200多万元的新鲜优质
蔬菜，并协调相关部门连夜组织货车及
驾驶员、随车医务人员执行蔬菜运输任
务。为了让武汉市民吃上放心菜，市场
监管部门和百大检测公司实行双重检
验，以保证每一品种蔬菜都经过严格检
验，质量全部符合要求。

1月30日上午，由百大周谷堆常
务副总经理张玉山带队，13辆满载新
鲜优质蔬菜的大货车从百大周谷堆批发
市场出发，经过500多公里星夜兼程、
长途跋涉之后，安全送达武汉市指定地
点，保证武汉人民吃上新鲜安全的蔬
菜，用实际行动表达合肥与武汉人民一
起共同抗击疫情的决心。目前，合肥市
援助武汉市8个品种、300多吨爱心蔬
菜已陆续分发到武汉市民家中。

与此同时，向邻省人民提供物资保
障的热潮也在安徽各地掀起，从地方政
府、企业到个人都纷纷伸出援手，传递
温暖。

1月24日晚，除夕夜，安徽来安
县过氧化氢生产企业金禾实业公司连夜
装车，首批80吨桶装6%浓度过氧化氢
消毒液于25日凌晨运往武汉。

疫情发生后，安徽来安县金禾实
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时间成立支援湖
北过氧化氢消毒液调度指挥部，改造
装置并加班生产，保障市场供应。截
至1月27日上午，该公司已累计向湖
北捐赠过氧化氢消毒液380余吨，覆
盖武汉、孝感、黄冈、恩施、荆门等
城市。“目前，公司具备每天300吨过
氧化氢消毒液生产配置能力，所有生
产线均满负荷生产。同时，公司正在
进一步开展技术改造，将持续向湖北
地区捐赠消毒液，直到疫情得到有效
控制。”该公司负责人说。

1月24日，面对日益严峻的防疫
形势，工信部向全国下达了首批200台
负压救护车的紧急生产任务，奇瑞瑞弗
第一时间“请战”，申请了20台负压救
护车的生产任务，并于大年初二全线开
工。2月5日下午，奇瑞控股集团旗下
奇瑞瑞弗特种车辆技术有限公司车间
内，经过10余天加班赶产的20辆负压
救护车全部完工并顺利交付。

合肥高新区作为合肥综合性国家科
学中心核心区，充分发挥园区科技创新
资源优势，借助高科技和新经济力量全
力出击，坚决打赢疫情阻击战。疫情发
生以来，合肥高新区全面摸排防控、急
救物资生产企业情况，加班加点扩产
能，加快防控物资生产。目前，合肥高
新区新纳入的安徽省应急药品生产企业
安科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兆科药业（合
肥）有限公司等6家企业正在加班加点
生产抗疫急需药品。该区生产的防疫产
品涵盖社区管理、建筑行业等方面。

云南：

满足需求 不讲条件
本报记者 周 斌 曹 松

安徽：

邻里相助 爱心踊跃
本报记者 白海星

广西：

疫情不止 支援不停
本报记者 童 政 周骁骏

重庆：

驰援武汉 保障供应
本报记者 吴陆牧

建立联保联供协作机制

9省区市联手保证湖北武汉市场供应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冯其予

上图 安徽铜陵向武汉提供大米。 过士宁摄

上图上图 重庆渝北区统景镇捐赠的重庆渝北区统景镇捐赠的蔬蔬
菜运往湖北孝感菜运往湖北孝感。。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吴陆牧吴陆牧摄摄

上图上图 云南组织运输车满载捐赠的优云南组织运输车满载捐赠的优
质农产品一路急行驰援武汉质农产品一路急行驰援武汉。。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左图 重
庆渝北区向湖
北 孝 感 捐 赠
45吨柑橘。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吴陆牧吴陆牧摄摄

上图 广西志愿者们正在给果蔬专列装车。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