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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文旅〔2024〕103 号

各街镇景区安全管理部门、各 A级景区：

国庆假期在即，各街镇景区安全管理部门、各 A级景区要认真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和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按照文化旅游部和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做好 2024年国庆假期 A级

旅游景区安全等各项工作，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在安全管理方面

（一）推动落实安全管理“九必须”要求。各 A 级景区对照《旅游景

区安全管理“九必须”》（附件 1）逐项落实，确保各项目、各环节安全工

作有人管，安全要求落实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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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强极端天气应对。一是加强天气预警。密切关注天气变化，

加强游客出游安全提示，对游客可能遇到的突发天气状况预先做好提醒提

示和应急指导。二是加强交通保障。国庆假期出游客流量大，旅游客运安

全风险突出，各 A级景区应禁止景交车、自驾车等超员载客、超速行驶

等违法肇事行为。加强风险地段人行、车行安全风险提示。

（三）加强消防安全管理。一是压实安全责任。各街镇景区安全管理

部门要强化督导，压实景区消防安全主体责任。二是开展隐患排查。各街

镇景区安全管理部门须督促景区确保灭火器材可以正常使用，安全出口和

疏散通道没有堵塞现象。严格加强火源管控、燃气管线检查、电路安全管

理，加强施工项目、临时搭建设施管理，加强相关工作人员规范操作培训。

（四）加强高空、涉水等项目管理。一是紧盯高空项目。各街镇景区

安全管理部门要强化景区内玻璃栈道等安全检查，继续做好“步步惊心”

等项目的安全督导，坚决不能出现继续使用“三点式”安全带的情况。二是

紧盯涉水项目。各 A级景区内涉水项目、临水、邻崖等危险地段，要设

置安全防护设施，加强游客安全提示，按要求配备专业安全员和有效救援

设施。各街镇景区安全管理部门要督促有浮桥吊桥的景区科学评估此类项

目承载量，健全制度、制定预案、加强防护，避免出现拥挤、断裂、侧翻

或游客意外落水等情形。三是紧盯高风险项目。各街镇景区安全管理部门

要依照部门职能，会同相关主管部门，推动景区加大对交通、游乐等设施，

冰雪项目、高风险旅游项目设施，游客防护设施，尤其是观光小火车等观

光设施的安全检查和风险排查，防止设施设备“带病运行”，防止工作人员

无证上岗。要加强员工规范操作培训，避免因操作生疏、细节疏漏引发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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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问题。要引导游客量力而行、谨慎参与高风险项目。

（五）应急处置准备要落实到位。各 A级景区要根据自身特点及实

际，制定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建全应急联动机制，组建应急处置救援

队伍，完善应急物资储备，并定期组织综合应急演练和专项演练。在发生

安全生产事故或其他影响面较大的事件后，涉事的景区要在迅速采取措施

控制事态发展的同时，第一时间按要求上报属地相应的政府管理部门和文

旅管理部门，确保应急通信畅通，信息报送及时，应对措施有效，事件处

置得当。

二、在管理服务方面

（一）便利入境旅游。各 A级景区应以假期服务为契机，积极推进

提高入园便利化、支付便利化、语言便利化水平，支持使用包括护照、永

居证在内的多种有效证件购票，设置多语种线上预约界面，提供多语种导

览服务。保留人工窗口，为游客提供线下购票等服务，最大限度满足游客

参观游览需求。

（二）保障假日活动效果。一是防止游客拥堵，各 A级景区要逐项

对照落实《旅游景区假日高峰期防拥堵工作措施》（附件 2）。二是科学开

展活动。各 A级景区在宣传过程中明确各项活动要求和限制条件，避免

现场出现纠纷。景区要对节日期间推出的优惠活动和大型活动的引流效果

进行预判，评估景区承载量和接待能力，避免出现排队过长引发不满甚至

安全事件。三是做好现场处置。各 A级景区要完善预案，预先做好信息

发布和流量提示，现场安排要有人员、有广播设施，用于引流分流、处置

异常情况，要耐心应对游客情绪，做好善后和解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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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丰富景区供给。各街镇景区安全管理部门、各 A级景区可因

地制宜做好假日景区产品供给和服务保障工作。鼓励景区推出新创意、新

产品，丰富假期产品内容。倡导旅游景区通过延长开放时间、增加弹性供

给等措施提升景区供给能力，满足游客需求。

三、在舆情监测处置方面

一是强化舆情监测。要建立舆情监测和处置机制，预先与宣传、网信

部门建立沟通联动机制，在相关部门指导下，提前做好应对预案。要委派

专人，密切关注旅游景区相关舆情和突发事件，及时发现舆情，妥善处置

舆情，强化正面报道，避免形成二次发酵。

二是及时报送突发事件与舆情处置情况。假日期间，出现涉 A级旅

游景区的舆情信息或安全事故，接到相关信息后，各街镇景区安全管理部

门要第一时间调查核实，做好处置，应在 30分钟内反馈核实情况，1小

时内反馈处置情况，重大事件还应在处理结束后，形成书面报告。

四、关于工作落实与信息报送

一是建立工作联络机制。要建立相应工作机制，明确专人对接，明确

工作责任，保持通讯联络顺畅，确保出现情况，找得到人，第一时间处置。

二是加强工作部署。各街镇景区安全管理部门要按照“提前部署、明

确要求、加强督导”的总体要求，把保安全、保秩序、防舆情风险作为工

作重点，全面传导工作压力、压实工作责任、明确工作要求。要有部署、

有记录、有总结，完善工作制度和工作机制，确保假日旅游景区各项要求

落实到位。

三是报送假日信息。各街镇景区安全管理部门请于 9月 30日前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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辖区内主要景区（点）开展国庆假期景区安全专项检查，并于当天 11时

前，将相关检查情况报我局。各 A级景区请于 9月 29日 11时前，向我

局提交 A级旅游景区假日工作信息，主要包括：领导部署、检查情况、

相关报道、印发文件、工作信息、景区活动、景区总体开放和接待情况等

材料。节日期间，请各 A级旅游景区切实加强旅游景区安全生产工作检

查，并于 9月 29日至 10月 7日每日开展景区安全生产工作自查，对照在

线表单自查内容，将自查结果于每日中午 12时前经由景区主要领导签字

确认后在线反馈。

联系人：唐勇 联系电话：13818513380

附件 1：旅游景区安全管理“九必须”

附件 2：旅游景区假日高峰期防拥堵工作措施

上海市青浦区文化和旅游局

2024年 9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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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文化和旅游部资源开发司 2023 年 10 月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和系列

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筑 牢旅游景区安全生产防线，

保障旅游景区安全有序运行，现 提出旅游景区安全管理“九必须”要求，

供各地指导旅游景 区结合实际推进落实。

1.工作制度必须健全。必须按照国家和地方有关法律法 规要求，完

善安全工作机制，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各项制度，确保安全管理各个环节有

人负责，有章可循，安全管理责任落实到位。

2.隐患排查必须到位。必须按照安全生产法规要求，构建安全风险分

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健全风险防范化解机制，定期排查

安全隐患，及时做好隐患治理， 做到隐患排查不留死角，安全防控不留

盲区。

3.安全设施必须完备。必须规范配备防灭火、人员防护、应急疏散等

设施，完善安全警示提示等各类标识，做好日常检查和维护。要强化旅游

安全教育，指导游客正确使用救生衣、安全带等安全设施。

4.安全巡查必须严格。必须建立安全巡查机制，严格做好重点时段和

重点区域安全检查，压紧压实旅游景区各环节安全管理链条。要建立安全

巡查记录，对重点环节安全管理状况进行跟踪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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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人员培训必须全覆盖。必须建立安全培训制度，开展全员安全培训。

针对不同岗位要求，科学设置安全培训课程。员工未经安全培训不上岗，

未经培训不得转新岗，未经安全 培训不复岗。

6.项目管理必须全过程。各类游乐设施，索道、车船等交通设施，高

空、涉水等风险项目必须经过检验检测，并规 范运行，提醒游客谨慎参

与。必须建立项目安全管理制度，定期检测，及时养修。项目停运后，必

须经过安全评估后方可恢复运行。

7.流量管理必须常态化。必须科学核定并公布景区最大承载量，根据

实际建立流量管控机制。必须贯彻落实《旅游景区假日高峰期防拥堵工作

措施》，科学引导，有效疏导，防止游客拥堵。

8.灾害防范必须无盲区。必须根据景区资源类型和项目特点，加强与

相关部门对接，全方位开展灾害风险监测与巡查，针对可能出现的气象灾

害、地质灾害等，制订防范措施。及时做好极端天气等风险提示与防范。

9.应急处置必须及时有效。必须构建反应迅速、协调有序、运转高效

的应急管理机制，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强化 应急准备和监测预警，确

保出现问题第一时间妥善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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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为提升旅游景区服务管理水平，保障假期旅游景区有序运行，满足游

客的旅游需求，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防止游客在出入口等区域长时间拥

堵，特提出以下八条措施，供各地指导旅游景区结合实际推进落实。

第一条 优化预约管理。科学设置线上、线下购票预约渠道，简化预

约程序，提升预约便利化水平。实施分时段门票预约制度，分散游客入园

时间，实现削峰填谷。

第二条 开通潮汐通道。在高峰时段实施“潮汐式”入园通道管理，动

态调整景区入口、入园通道数量。针对特殊免票人群开通快速入园通道。

第三条 优化排队动线。科学、合理设置排队栏杆，动态调整排队方

式、排队路线等，避免游客拥挤。

第四条 优化验票方式。减少游客换票环节，缩短验票时间。增设移

动设备、人工等验票方式，提高通行效率。

第五条 延长开放时长。假日期间，采取提前开园，延后闭园等措施。

有条件的景区开展夜游，增加弹性供给。

第六条 加强引导疏导。部署做好景区入口、主要场所客流引导和疏

导，根据客流集聚趋势，及时疏导分流。

第七条 加强人员配备。增派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加强游客引导。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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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期间现场疏导人员数量应为平日的 2倍以上。

第八条 加强信息提示。利用媒体、网络平台、景区显示屏和公告牌

等，提前公布景区流量和相关提示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