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印发《全市文旅领域常态化开展安全宣教
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威文旅发〔2022〕75号

各区市文化和旅游局，国家级开发区社会工作部，南海新区经济

发展局，局属各单位、机关各科室，各市直旅游企业：

现将《全市文旅领域常态化开展安全宣教工作实施方案》印

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落实。

威海市文化和旅游局

2022年 9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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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文旅领域常态化开展安全宣教工作
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重要论述，落实省

委、省政府安全生产“八抓 20条”创新措施和市委、市政府主

要领导批示精神，聚焦关键，以点带面，持续深化安全宣教进机

关、进社区、进企业，进公共场所、在全市文旅领域厚植安全文

化，多一份敬畏、就多一份安全，现就全市文旅领域常态化开展

安全宣教工作制定方案如下。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统

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将普及安全知识、培

育安全文化、提升安全素质贯穿全市文旅领域各环节，紧贴与文

旅企业、市民游客相关的知识常识，多种形式广泛开展安全宣教，

进一步增强市民游客的风险防范、安全应急意识和自救互救能

力。坚持常讲、常研究、常督促，用管用的硬措施，强化警示，

让广大市民游客对安全常怀敬畏之心，筑牢最广泛的文旅安全防

线。

二、工作目标

1.通过加强文旅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宣教培训，推动落实

主体责任，做到“三个凡是”，凡是有生产经营的地方都要有宣

传提醒，凡是重点企业的生产经营场所都要设置有奖举报牌，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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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生产经营的地方都要进行全员安全培训，切实提高全市文旅

行业全体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意识和技能，减少“三违”行为，遏

制事故发生。

2.通过安全宣教进机关、进公共场所、进社区、进企业等，

处处提醒，强化警示，在全市文旅领域营造浓厚的安全氛围，让

广大市民游客始终绷紧安全这根弦，始终对安全保持敬畏之心，

确保心存敬畏，行有所止。

三、宣教重点

（一）安全发展理念。大力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

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安全生产十五条硬措施、

“八抓 20条”创新措施，以及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牢固树

立安全发展理念。

（二）法律法规标准。大力宣传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

应急救援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宣传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和从业人员权利、义务，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安全生产

工作。

（三）安全知识常识。大力宣传和普及与广大市民游客息息

相关的旅游领域的风险防范、隐患排查、应急避险、逃生自救互

救等知识常识和技能，增强安全意识，提高安全素质，夯实文旅

行业发展的安全基础。

（四）专业知识技能。围绕消防安全、旅游包车、A级旅游

景区内特种设备在内的游乐设施、文旅行业内的燃气安全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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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位，强化文旅行业从业人员专业技能培训力度，督促企业开展

全员安全培训，对文旅行业志愿者等组织开展自然灾害救助业务

培训，提升专业技能。

（五）各类警示案例。大力宣传国内外事故灾难、自然灾害

等导致的各类亡人事件，用血淋淋的案例教育人、警示人，警醒

文旅行业从业人员及市民游客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坚决克服麻

痹思想、侥幸心理、无知无畏现象。

四、工作措施

（一）聚焦重点活动，建立常态机制

1.推进安全文化建设。按照凡是有生产经营的地方都要有宣

传提醒这一要求，在各类文旅单位的前台、游客中心及重点安全

部位等场所设置岗位安全标识，悬挂张贴安全生产宣传标语、挂

图、风险警示公告、安全操作提示、应急处置措施和程序等标识，

利用电子屏滚动播放安全宣传片和安全提示，营造浓厚安全氛

围。

2.重奖激励安全生产投诉举报。一是按照凡是重点企业的生

产经营场所都要设置有奖举报牌的要求，督促涉及城镇燃气、消

防安全重点单位、规模以上企业的文旅企业单位全部建立安全生

产有奖举报公告牌制度，在醒目位置张贴悬挂有奖举报政策。二

是用好安全生产“吹哨人”制度，鼓励文旅企业内部员工举报安

全生产违法行为。三是拓宽举报奖励宣传渠道，鼓励广大市民游

客通过政务热线、举报电话和网站、来信来访等多种方式，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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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重大隐患和违法行为，配合应急、消防等部门查实后，

参照《威海市安全生产举报奖励标准（2022版）》予以奖励。

3.开展企业全员安全培训。按照凡是有生产经营的地方都要

进行全员安全培训这一要求，组织开展文旅行业全员安全培训。

一是组织开展“一把手讲安全”活动，各级文旅部门主要负责同

志要亲自向文旅行业企业主要负责人（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

其他主要决策人）进行授课，督促其严格落实第一责任人责任。二

是深化“八抓 20条”学习，在文旅企业和员工中推广应用“学

习强安”平台，组织开展在线学习考试，组织员工学习国务院安

委会“十五条硬措施”和省“八抓 20条”，让“十五条硬措施”和
“八抓 20条”深入人心。三是开展“大学习、大培训、大考试”

专项行动，全体员工自主学习、全岗轮训、统一考试，做到全覆

盖、高质量。四是突出岗位应知应会教育，定期开展岗前安全知

识普及与培训，严格开展“三类人员”培训考核。五是持续深化

安全生产实训，通过模拟企业实景，开展沉浸式的培训，增强效

果。六是建立健全、完善规范安全生产“晨会”制度，常态化、小

班次灵活进行安全培训，并将安全生产宣教培训作为月度例会、

生产经营会和安全生产工作会议的固定议题，常讲常研究。七是

建立安全生产“开工第一课”常态化工作机制，各生产经营单位在

元旦、春节等节假日及复工复产后第一个上班日，由主要负责人

亲自上“开工第一课”。
（二）聚焦警示防范，提升应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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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开展应急演练。一是丰富演练模式。各级文旅部门既要开

展“脚本式”传统演练，又要组织开展不提前通知时间地点和演

练科目的“双盲式”拉练，检验企业演练的真实水平。二是固定

演练频次。各级文旅部门至少每 2年组织 1次、人员密集场所

经营单位至少每半年组织 1次、其他生产经营单位至少每年组织

1次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演练。三是加强演练评估。坚持

“凡演练必评估”，进一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补齐短板。

2.强化警示教育。各级文旅部门要利用防汛、防溺水、森林

防火、消防安全、防范一氧化碳中毒、燃气爆炸等各类文旅领域

的典型事故、灾害案例，组织企业员工、广大游客观看，在人员

密集场所、公共场所、危险地区等处进行播放，处处提醒、时时

警示。

3.设置警示标识。要在 A级景区、文物古建筑等重要部位，

设立相应安全警示标识、警戒线、防护栏等进行警示提醒，强化

安全防护。

（三）聚焦重点风险，筑牢安全屏障

1.突出防汛、防山洪安全宣教。一是各媒体根据各级防汛抗

旱指挥部及有关部门发布的权威信息，及时准确发布台风、雷暴、

冰雹、暴雨等强对流天气及山洪等地质灾害预警、风险提示、防

灾信息。二是在 A级旅游景区重要出入口等地悬挂防汛警示横

幅，设置防汛、防山洪安全警示牌，确保危险区域、关键部位的

防汛安全警示 100%覆盖。三是各级文旅部门利用门户网站、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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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公众号、电子显示屏、手机客户端等平台，以及各类新闻媒体

上，发布易于传播、喜闻乐见、刷屏热传的新媒体产品，提高群

众防灾自救能力。四是主汛期前各级文旅部门各文旅单位要至少

组织开展 1-2次防汛演练；低洼处、地质灾害易发区域的文旅企

事业单位要全面开展人员转移避险演练，提升自救互救能力。

2.突出防溺水安全宣教。一是各级文旅部门在有池塘、水库、

水体景观的 A级旅游景区的重点区域全部设置防溺水警示标志

和安全防护设施，同时设置救生竹竿、救生圈、绳索等应急救生

物品。二是各级文旅部门利用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电子显示

屏、手机客户端等平台，以及各类新闻媒体，发布易于传播、喜

闻乐见、刷屏热传的新媒体产品，提高防范意识。三是突出抓好

未成年人防溺水工作。认真落实《关于充分发挥媒体优势加强未

成年人公益安全教育的通知》要求，通过新闻媒体、广播电视、

微博、微信公众号、宣传栏等载体，进一步加大未成年防溺水工

作宣传力度，号召全社会共同关心、关注学校安全。

3.突出一氧化碳中毒宣传教育。一是各级文旅部门利用门户

网站、微信公众号、电子显示屏、手机客户端等平台，以及各类

新闻媒体，发布宣传防一氧化碳中毒安全常识、应急自救知识。

二是加强警示教育，组织相关文旅企业观看《一氧化碳事故警示

片》等警示教育片，确保文旅行业安全。

4.突出森林防火安全宣教。一是组织集中宣传。充分利用 5
月 12日“防灾减灾日”等特殊时间节点，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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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活动。二是抓牢传统宣传。重点涉林 A级景区要按标准要

求，设置固定防火宣传标牌、粉刷森林防火宣传标语、拉设森林

防火宣传条幅。要在森林公园和以森林资源景观为主的 A级景

区的门票上，加注森林防火注意事项。要在进入景区的主要路口

设置固定醒目的防火宣传牌，悬挂醒目的火险等级提示旗帜标

识，进山人员要扫“防火码”。三是加强公益宣传。各级文旅部

门要利用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电子显示屏、手机客户端等平

台，以及各类新闻媒体，刊播森林防灭火知识、公益广告、微视

频、动漫及宣传片教育引导市民游客自觉遵守野外用火相关规

定。

5.突出市民游客安全出行宣教。利用微信微博等平台，加大

对市民和游客出行的风险提示，及时关注目的地天气情况，谨慎

参与高风险项目，不前往没有正式开发开放接待旅游者、缺

乏安全保障、生态环境脆弱的区域和违规经营的私设“景点”，

以免发生安全事故和产生不必要的纠纷。

五、工作要求

（一）提高思想认识，加强组织领导。各级文旅部门要充分

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安全宣教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高度重视，

周密部署，将其纳入全年安全生产重点工作内容通盘考虑，与业

务工作同谋划、同部署、同落实。要保障宣教经费，整合宣教资

源，充实宣教力量，加强对宣教人员的素质教育和业务培训，切

实强化宣教力度。



— 9 —

（二）制定工作方案，严密组织实施。各级文旅部门要结合

本地区工作实际，研究制定各自的宣教工作方案，认真抓好组织

实施，扎实开展全方位、多层次、全覆盖式宣教工作，在文旅领

域形成浓厚氛围。要结合文旅行业的不同时期或季节特点，积极

研究宣教主题，聚焦热点，组织开展创新性、有特色的系列安全

生产宣教活动，进一步提升宣教效果。

（三）强化执法检查，推动取得实效。各级文旅部门、文化

市场综合执法机构要把安全宣教系列规章制度、管理规范等作为

教育培训工作的重要内容，纳入日常督导检查、执法检查的必查

内容，逢执法必检查，发现问题依法严肃处理，督促文旅行业从

业人员在思想上更加重视安全宣教，在行动上更加自觉地抓好安

全宣教。

（四）定期总结调度，持续巩固成果。各级文旅部门要定期

调度本地区宣教工作开展情况，重点调度进展情况、成效做法、

典型案例，及时协调解决工作中的问题短板，针对性的采取有力

措施，不断提升工作成效。10月 20日、12月 10日前，要分

别形成阶段性工作总结，报市文化和旅游局市场管理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