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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庆 市 商 务 委 员 会

重庆市商务委员会

关于调整更新 2025年生活必需品流通保供项

目库的通知

各区县（自治县）、两江新区、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万盛经

开区商务主管部门：

为做好重庆市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省市建设准备工作，加

快建设、打造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和韧性城市，拟继续加强流通

保供体系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以米、面、油、肉、蛋、菜、奶、

方便食品等生活必需品流通保供能力和效率。请各区县及时调整

更新 2025 年生活必需品流通保供项目库清单，现就有关事宜通

知如下：

一、项目储备方向

（一）公益性项目

1．市级应急物资中转站建设项目。在主城核心区与拓展区

连接的区域，分南、西、北（东边方向已经布局）三个方向选择

有基础场地、交通便捷、辐射能力强的市场、城郊大仓、专业场

站、广场等，建设市级应急物资中转站。配置适用的供给设施、

大型货车进出通道、公厕和污水分流设施、信息化办公设施，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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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停车场、停机坪、充电设施等，可堆放货物或搭建遮盖设施，

具备分拣和转运的功能，每一处每天满足 200 万人以上所需生活

必需品的组合式分拣转运。平时由企业自行管理使用，应急时期

由市商务主管部门管理和调配。

2．区县应急物资中转站建设项目。以尚未规划布局中转站

的区县为单位，分别利用现有综合批发交易市场、物流园区和城

市广场、公园、闲置商业设施等进行升级改造，基于信息化办公、

用电、充电、网络、污水管网、冷藏、装卸等设施、设备的改建

或采购，提升分拣和转运的功能。建成的区县级应急物资中转站，

每一处每天满足 20 万人以上所需生活必需品组合式分拣转运。

平时由企业自行管理使用，应急时期由区县商务主管部门管理和

调配。

3．应急疏散场地末端投放点建设项目。支持条件良好的、

有强烈意愿承接政府应急物资临时仓储、中转、分拣和末端配送

任务的连锁商超门店、社区店、菜市场、生鲜电商（仓库）、团

餐门店等进行信息化办公、自身防灾减灾能力提升、末端冷藏存

储能力提升、分拣供应能力提升等改造，建成的应急疏散场地末

端投放点，应急时每一处每天满足 5 万人以上所需生活必需品的

分拣、储存和供应。平时由企业自行管理使用，应急时期由所在

区县商务主管部门和属地镇街管理和调配。

（二）市场化项目

1．重要民生商品智能化储备库建设项目。加强生鲜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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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肉、牛肉、禽肉、蛋品、食糖、方便食品、应急用品等重要民

生商品储备库建设，按照有关规定保证储备规模，完善储备布局，

改造升级储备库点，加强智能化储备库建设，配备冷冻冷藏等相

关设施设备和防灾防汛防火设施，提高存储投放能力、储备物资

信息化管理能力和储备库点防灾减灾能力，对接重庆市生活必需

品保供数字化应用。

2．提升批发企业保供能力类项目。优化生鲜农产品、日用

品、方便食品（预制菜、小包装食品）等生活必需品的批发市场

布局，改造升级相关设施设备；优化市场内部结构，增强自身防

灾防汛能力，鼓励建设公共冷库、中央厨房、配送中心等，提高

批发市场储存、加工、分拣等配套服务能力，完善检测、检验、

安全、卫生、防疫等设备，夯实专业（综合交易）批发企业辐射

能力；支持生鲜农产品、肉食品（冻品）、日用品、方便食品（预

制菜、小包装食品）、瓶装水、婴幼儿奶粉等重要生活物资批发

企业进行仓储、冷链设施、加工、配送和信息化等方面建设和改

造提升，对接重庆市生活必需品保供数字化应用。

3．提高骨干仓储加工配送能力和效率类项目。支持生活必

需品连锁商超、物流配送中心、电商企业、中央厨房等商贸流通

企业建设改造软硬件设施，集成长期仓储、区域分拨、集中加工、

分拣包装、运输配送等功能，配备清洗、分拣、烘干、分级、包

装、冷冻冷藏等设备和防灾防汛物资设施，增强商品储存、处理

和投放能力，扩大保障辐射范围，强化跨区域调配。支持鼓励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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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稳定上下游供应链，在满足日常经营基础上，适当增加商业库

存，提高企业数字化管理水平，对接重庆市生活必需品保供数字

化应用。

4．千店销售终端能力提升项目。支持生活超市、农贸市场、

菜市场、生鲜电商、餐饮等销售企业完善末端中转、供应设施设

备，配备防灾防汛设施，提高供应和防灾减灾能力，对接重庆市

生活必需品保供数字化应用。

5．万个小区保供配送末端质量提升行动项目。支持配备可

共享的无人配送、自提货架、移动冷库（冷箱）等设备，提升生

鲜产品、冻品、奶品、蛋品、快餐、快递等物资综合服务功能、

末端配送效率和平急转换能力；支持社区按网络化规划，与市场

经营企业或门店按“1+N”配对设置临时供应站，鼓励配置小区末

端低温、冷冻设施，加强主要网点信息化建设和软硬件改造，补

齐小区保供最后 100 米短板，对接重庆市生活必需品保供数字化

应用。

二、工作要求

（一）加强协作，谋划项目充实项目库。一是谋划共建公益

性项目。各地商务主管部门要加强与当地应急管理、农业农村、

发展改革、口岸物流等部门的协作，结合各地实际谋划建设公益

性项目，原则上各区县应至少建立 1 个区县级物资中转站，提高

平急两用转换能力。二是储备市场化项目。要摸底属地企业，将

符合支持方向的项目列入各区县项目储备库，并定期了解项目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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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情况，下一步按工作安排优选项目进行申报。

（二）加强指导，提高项目库项目质量。一是加强统筹规划。

要根据各区县实际情况，统筹规划布局公益性、市场化项目，提

高平急转化效率。二是更新项目储备理念。各地要进一步转变项

目储备观念，变“资金等项目”（明确资金后再谋划项目）为“项

目等资金”（储备项目后再申报资金），指导企业加快项目建设进

度，再进行项目申报，提高资金使用绩效。三是严格清查重复项

目。各区县商务主管部门要严格对储备库项目进行查重，中央财

政资金支持过的项目不予入库，包括但不限于县域商业建设资

金、农产品供应链体系建设资金、农商互联供应链体系建设资金、

生活必需品流通保供体系建设资金以及其他部门资金。

（三）动态管理，定期调整更新项目情况。各地要建立项目

储备动态更新机制，引导符合条件的企业积极申报，并对项目造

价、价格公允性等进行科学评估，及时增补更新储备项目、清退

无法落地或前期工作进展缓慢的项目。请各地商务主管部门对储

备项目进行认真核查，按月（每月 1 日前报送上月情况）填报《重

庆市生活必需品流通保供体系建设项目储备情况表》（见附件），

经本单位主要领导审核签字后，将纸质扫描件和电子档报送至市

商务委运行调节处（联系人：杨孟钰、何欢；联系电话：62661037，

邮箱：cqswwyxc@163.com）。

附件：生活必需品流通保供建设储备项目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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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

重庆市商务委员会

2025年 6 月 2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