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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昌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关于印发《许昌市食盐市场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的通知（征求意见稿）

各县（市、区）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许昌市各食盐销售企业：

现将《许昌市食盐市场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发给你们，请遵

照执行。

2021 年 11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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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昌市食盐市场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为有效应对各类食盐市场突发事件，确保居民生活用盐供给，维

护正常市场秩序和社会稳定，制订本预案。

一、总则

（一）食盐市场突发事件的定义

食盐市场突发事件，是指由于某一种或多种原因，导致食盐

市场供应紧张、工业盐冲击食盐市场、突发涉盐中毒事件等食盐

市场异常现象，并有可能给群众生活和社会稳定带来影响的突发

事件。

（二）编制目的

1. 建立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反应及时、规范有序、科学高

效的应急体系，有效预防、积极应对食盐市场的突发事件，高效

组织应急处置工作，推进盐业体制改革维护国家食盐专营，保障

人民群众科学补碘和食盐安全，维护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

2.完善由市、县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组织、指挥、协调全

市食盐供应应急工作的整体计划、规范应急程序，指导全市盐业

管理和食盐供应，做好食盐市场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

（三）工作原则

1. 以人为本。把保障人民群众的食盐安全、科学补碘、生命

健康作为首要任务，最大限度地减少突发事件造成的危害；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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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应急组织和应对突发事件的有效机制。

2.预防为主。提高全市食盐市场防范突发事件的意识，落实

各项预防措施，做好应对突发事件的思想准备、组织准备、物资

准备等各项工作。对各类可能引发突发事件的因素及时进行分析、

预警，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

3.资源整合。充分利用现有应急资源，按照条块结合、降低

成本、提高效率的要求，整合人力资源、技术资源、物资资源和

信息资源。

4. 领导有力。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统一指导与协调全市食盐市

场突发事件应急工作。按照统一领导、综合协调为主的应急管理

体系，建立快速反应，协调应对的应急管理体制。

（四） 编制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国务院《关于实施国家

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省政府《河南省突发公共事件总

体应急预案》和市政府《许昌市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2.《国务院关于印发盐业体制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家发

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加强改革过渡期食盐监管有关工

作的通知》、《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关于做好各地食盐储备有关工作的通知》、《工业和信息化部办

公厅、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进一

步加强食盐专营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

印发河南省盐业体制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河南省发展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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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工业和信息化委关于做好食盐储备有关工作的通知》等相关

法律、法规及政策。

3.许昌市食盐市场应急供应工作实际。食盐是人民群众生活

必需品，表现为刚性强，极易受到各种因素干扰而发生突发事件。

2003 年“非典”时期、2011 年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均引起了全国

范围大规模食盐抢购风潮，我市均能快速反应并慎重处置，为应

对突发事件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二、组织机构与职责

（一） 组织机构

成立许昌食盐市场突发事件应急领导小组。

组 长：杨允志 市工信局局长

副组长：杨明生 市工信局副局长

成 员：董秀华 市工信局消费品工业科科长

季俊峰 市工信局办公室主任

曹洪涛 市工信局运行办主任

刘巍超 市工信局安全科科长

袁红军 市工信局消费品工业科三级主任科员

（二） 工作职责

1.研究制定本辖区食盐市场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完善应急措

施。

2.研究本地区食盐市场动态，向上级机关上报许昌食盐市场

有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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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统筹、指导、协调全市正确处置盐业系统重大突发事件。

4.联系协调社会各相关职能部门，发布相关的权威信息。

5.决定启动或停止本预案。

（三）办事机构

应急领导小组下设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由市工

信局副局长杨明生兼任。

三、等级划分及预警

（一） 等级划分

市食盐市场突发事件划分为一般(Ⅲ级) 、较大(Ⅱ级) 和重

大(Ⅰ级) 三个级别。

Ⅲ级：在个别县（市、区）及县以下小范围内出现食盐抢购

现象，且货源调入出现异常，能够利用现有储备和能力自行应对。

Ⅱ级：在个别县（市、区）范围内出现较严重的食盐抢购现

象，该县（市、区）利用现有储备和能力不能自行应对，需要市

级盐业主管部门协助处理。在少数县（市、区）范围内出现食盐

抢购现象，且货源调入出现异常或紧张，市级盐业主管部门能够

利用辖区内现有储备和能力自行调节和应对。

Ⅰ级：当全市出现严重的货源短缺、交通运输无法协调等重

大情况，我市盐业系统按照常规的方法无法解决的，需要联系省

盐业主管部门加强调运，同时报送市委、市政府。

（二）预警

市盐业主管部门要建立和完善日常值班制度，搞好信息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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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凡发现以下情况，应立即作出反映，迅速上报：

1.外市出现食盐抢购现象；

2.市内局部地区出现食盐超量购盐现象，且超过该地正常日

销量的三倍；

3.因突发因素造成食盐定点生产企业产量急剧下降，或盐产

品运输出现困难等情况，并可能影响我市食盐市场货源供应；

4.发现大量成批工业盐可能流入食盐市场(指一地一次性 60

吨以上)；

5.发生与盐有关的涉盐中毒事件；

6.食盐市场其他异常现象。

市食盐市场突发事件应急领导小组根据盐业供应部门、销售

企业和有关人员的报告，按照突发事件可能发生、发展的等级、

趋势和危害程度作出判断，适时发出预警通报。

四、应急处置原则和方法

市盐业主管部门接到盐业供应部门、销售企业汇报及上级预

警通报后，应迅速研究事态发展动态，科学判断是否需要启动预

案。一旦启动应急预案，必须做到人员到位，检查落实各项应急

措施，针对当地实际情况，按照以下原则和方法予以处置：

（一）应急处置原则

Ⅲ级由县级盐业主管部门负责处置，并向当地政府汇报，由

市级盐业主管机构负责监督和指导。

Ⅱ级由市级盐业主管部门负责处置，向市政府和省级盐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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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部门汇报，由省级盐业主管机构负责监督和指导。

Ⅰ级由市级盐业主管部门向市委、市政府汇报，并向省级盐

业主管部门汇报，在上级部门和市委、市政府的具体指导下开展

应急工作。协同发改、公安、市场监管、卫生健康、疾控、新闻

媒体等开展工作，在市委、市政府指导下发布权威信息。

（二）应急处置方法

1.当地盐业主管部门要充分运用各种可能的手段，增加食盐

市场投放量，同时采取“敞开零售、控制批发”的临时措施，防

止个别商贩囤积居奇，必要时增派流动售货车，确保市场需求。

2.出现事态扩大和蔓延趋势时，协调上一级盐业主管部门立

即按照就近、及时的原则进行调配，统一调动辖区内各种资源，

及时补充货源。必要时采取“提前开票、预约取货”等方法，减

轻短时间内的市场抢购强度。

3.加强市场管理力度和宣传工作，严厉打击囤积居奇、哄抬

物价等各类涉盐违法活动。利用广播、电视、报纸等媒体，采取

领导讲话、现场答疑、记者访谈等各种形式消除群众的疑虑，

4.需要调度产区货源和市级食盐储备时，由市级盐业主管部

门统一组织实施。调运原则是：首先加大制盐企业调运量，供应

不及则启用市级食盐储备；如果发生市级食盐储备即将使用完毕

时，向省级盐业主管部门请示汇报调用省级政府食盐储备。

5.出现铁路运力紧张时，及时改为公路运输，通报沿途有关

地（市）盐业主管部门给予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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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食盐包装物出现紧张时，由定点印刷厂加紧加急印制小包

装袋。必要时委托市内其他包装物印刷厂代为印制，确保我市食

盐小包装袋的市场需求。

7.发生大量成批工业盐流入食盐市场和涉盐中毒案件时，应

及时报告当地政府、卫生健康、市场监管等部门，并向上级盐业

主管部门汇报，市盐业主管部门应立即派出有关人员，会同公安、

市场监管、卫生健康、疾控等部门，协助当地盐业主管部门调查

处理。

五、保障措施

（一）各地盐业主管部门要认真制定本级《食盐供应突发事

件应急预案》，建立和完善相应措施,并向同级人民政府应急管理

部门及许昌市食盐市场突发事件应急领导小组备案。

（二）各地盐业主管部门发现食盐市场异常情况，确定启动

当地应急预案或接到上级预警通报后，应立即建立昼夜值班制度

和日报告制度，向市级盐业主管部门报告有关情况的同时报告当

地政府，争取当地政府的支持。

（三）为保证食盐市场供应平稳，有效防范市场大的波动，

应当严格遵守国家、省有关建立食盐储备体系的规定要求，作好

食盐储备工作，即正常时期盐业公司应保持食盐上一年销量平均

一个月的库存。食盐储备应该以小袋包装成品食盐为主。

（四）各级盐业主管部门启动本地应急预案时，应加强与本

地政府及发改、公安、市场监管、卫生健康、疾控等有关部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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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建立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协调机制。

（五）实施本预案过程中，市级指挥机构有权调用辖区内的

盐产品，领导小组所采取的各项措施均为强制性措施，涉及到的

单位和个人均应执行。

（六）严格监控市场盐价波动，特殊情况下采取价格干预或

其它措施，确保各类盐产品的市场供应，因盐产品和包装物调配

调运增加的费用，由接受方盐业公司承担。

（七）加强对应急工作的监督管理。注重宣传教育和培训，

提高思想认识，掌握应急知识及措施。明确责任与奖惩，提高做

好应急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做好善后处置、社会救助、调查

评估等后期处置工作。

（八）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