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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市人民政府文件

榕政综〔2021〕258号

福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福州市景区和非景区
景点安全管理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高新区管委会，市直各委、办、局（公

司），市属各高等院校，自贸区福州片区管委会：

《福州市景区和非景区景点安全管理专项整治工作方案》已

经市政府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福州市人民政府

2021年 9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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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件主动公开）

福州市景区和非景区景点安全管理
专项整治工作方案

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发展与安全的重要

论述和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加强我市景区、非景区景

点等重点区域安全管理，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根据

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总体要求

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

实各县（市）区、乡镇（街道）、村（居）责任，强化景区、非

景区景点等重点区域安全管理，进一步加强安全隐患排查治理，

完善相关安全措施，切实担负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

政治责任，通过专项行动，景区、非景区景点等重点区域的安全

隐患得到有力整治，安全措施更加健全完善，坚决防范重特大事

故发生。

二、组织领导

（一）工作机制

全市景区和非景区景点安全管理专项整治在市委、市政府统

一领导下，建立联席会议制度，由总召集人或副召集人主持召开，

以会议纪要形式明确会议议定事项。成员由文旅、应急管理、政

法、教育、民宗、公安、自然资源、交通运输、水利、农业农村、

建设、林业、海洋与渔业、市场监管、体育、文物、园林、房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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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事、气象、通信管理等部门及县（市）区政府组成，确有需要

可以邀请其他部门参加会议（详见附件1）。联席会议根据工作

需要定期或不定期召开，通报推进情况、共享信息，研究解决安

全管理重点问题，根据职责推动各项工作落实。

（二）部门职责

1.文化和旅游部门。指导A级景区在当地党委、政府的统一

部署下，弹性采取限流等措施，科学设置景区游客接待上限。指

导A级景区在游客接近最大承载量时，配合交通、公安等部门采

取远端分流、交通疏导、临时管制、入口封闭“只出不进”等方

式疏导客流。督导旅行社选择符合资质的车辆和驾驶人，合理安

排行程，严禁组织游客到存在安全隐患，以及未开放的景点和未

开发的区域旅游。采取多种形式开展旅游安全宣传，营造文明旅

游、安全出行的良好氛围。

2.应急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门进一步完善救援协调联动机

制，把景区、非景区景点和其他涉水危险区域的安全应急纳入全

市的应急联动，协同应对各类安全事件。

3.党委政法委部门。会同公安机关督促各地完善优化公共安

全视频监控平台，负责将平安景区建设、非景区景点和其他涉水

区域重特大事故发生情况列为平安建设考评指标，推动各级各部

门责任落细落实。

4.教育部门。督促学校加强校园安全教育，引导学生增强自

我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严防溺水事件发生。加强对以学生

为主体的研学旅行、夏令营等活动的主办承办单位和校外培训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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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的安全监管。

5.民族宗教部门。督促景区和非景区景点、沿山或涉水危险

区域寺庙等宗教场所的安全管理。

6.公安部门。积极会同景区主管部门全面普查景区、非景区

景点、网红打卡地等人员易聚集区域底数，深入排查安全隐患，

积极推动整改；会同涉海管海部门督促乡镇（街道）强化船管站、

岸线巡防队伍建设，落实“三报备”制度，提升沿海岸线动态防

控能力；加强景区和非景区景点治安管理，根据实际设立警务室、

警务站或报警点，充实民警、辅警力量，及时发现查处违法犯罪

行为。

7.自然资源部门。指导督促各县（市）区做好重点区域地质

灾害预防和治理。

8.交通运输部门。做好对通航水域未经许可利用船舶从事经

营性旅客运输行为的整治工作。

9.水利部门。指导做好水利风景区、水库、堤防、水闸、泵

站、小水电站的安全管理和隐患排查整治。

10.农业农村部门。指导督促开展种养殖生产体验、采摘观

光、农耕文化展示等农事休闲活动的农业经营主体安全管理。

11.建设部门。做好建筑工程和市政公用设施建设质量安全

管理。

12.林业部门。指导督促国家公园、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

地质公园、海洋公园、湿地公园等各类自然保护地安全管理和隐

患排查整治；持续推进森林防火“省、市、县、乡、村”五级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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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化管理。

13.海洋与渔业部门。做好渔港、养殖渔排、休闲渔业示范

基地等涉渔场所安全管理和隐患排查整治。强化近岸海域风暴

潮、海浪等海洋灾害的预警预报，加强重点海水浴场水文环境观

测和潮汐、海浪预报服务。协助做好海上应急救援工作。

14.市场监管部门。做好列入目录内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检

验及风险隐患排查工作；查处特种设备违法行为，督促企业防范

特种设备安全风险。配合有关行业主管部门依法查处市场主体无

证无照经营行为。

15.体育部门。做好体育场馆、运动项目和群众健身设施的

安全工作，加强对攀岩、潜水、游泳等高危体育项目的安全监管。

16.文物部门。指导各县（市）区做好文物保护单位、不可

移动文物登记点、博物馆等文物场所安全工作。

17.园林部门。指导各县（市）区强化城市公园绿地安全和

应急管理，做好城市公园日常运营。

18.房管部门。指导各县（市）区强化景区、非景区景点、

涉水危险区域国有土地房屋安全工作。

19.海事部门。加强水上交通安全监管，牵头做好海上应急

救援工作。

20.气象部门。做好灾害性天气的预测预报，及时发布气象

灾害预警信息。

21.通信管理部门。推进电信运营企业开展视频监控等信息

化技术手段建设，支撑地方不断完善人脸识别、信息化预警等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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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化防控体系。组织开展“平安家园”试点工作。

（三）属地职责

各县（市）区、乡镇（街道）要严格落实属地管理主体责任，

建立健全专项整治行动工作机制，加强组织领导，抓好统筹协调、

督查督办，建立长效机制。对本地区景区、非景区景点和涉水危

险区域开展全面隐患排查整治，定期开展风险评估，加强安全设

施建设，加强玻璃栈道的监督管理，完善警示标识、警戒监控手

段，分级分类采取针对性防控措施。加大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力

度，发挥社区（村）网格员群防群治力量作用，加大安全巡查力

度。加强智能化防控体系建设，运用信息化手段加强危险区域监

控，及时处置可能危及群众生命安全各类情况。加强安全宣传培

训，提升社会公众安全防范意识、应急避险和自救互救能力。加

强应急救援力量建设，健全完善救援协调联动机制，及时处置各

类突发状况。沿海各乡镇政府应加强乡镇船舶管理，严禁乡镇船

舶从事滨海休闲旅游观光，严禁非法载客。

三、整治内容

重点加强景区、非景区景点、涉水危险区域和旅行社安全管

理。

（一）景区

1.严格要求景区健全完善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制度，建立健

全安全生产责任体系。

2.加强索道、缆车、大型游乐设施、电梯等特种设备以及栈

道、玻璃栈道等设施的管理和维护保养，以及地质灾害、火灾（含



- 7 -

森林火灾）等隐患排查整治。

3.在危险区域设置安全警示标识，警示或提示可能出现的安

全隐患情况、划定安全警戒线，建设必要的安全防护设施。

4.设立安全巡查督导员，并建立常态化巡查制度；设置安全

探头，对事故易发多发区域实现监控全覆盖，实施24小时监控，

对人员聚集和可能发生安全隐患行为及时发出警示。

5.严格高空、高速、水上、潜水、探险等高风险娱乐项目安

全监管，依法依规禁止不适合人员参与。

6.涉水区域的安全防护设施和游乐设施设备要定期维护保

养，并配备足够的救生设施设备。对含有沙滩、人工泳池、海滨

浴场等涉水区域的景点，需配备至少1名救生员，负责安全监管

以及突发事件处置，并就近配备救生筏、救生绳、防水手电筒等

救生装备，严防发生溺水等意外事件。

7.做好灾害天气、交通拥堵、设备停运、突发事件等的应急

预案，并实施演练。

8.景区景点企业要落实安全主体责任，做好休闲旅游观光船

舶的维护保养，配备必要的救生设施设备，严禁超载现象发生。

9.做好其他安全隐患的整治。

（二）非景区景点

1.加强沙滩、礁石、海岛等区域管理、防范，在人员密集、

事故易发多发的海域、江河、湖泊沿岸设置安全探头并加强视频

巡查，对发现的安全隐患提前预警、立即整改。

2.在滨海暗流、离岸流等涉水隐患重点区域设置安全警示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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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标牌，划定警戒范围和警戒线，做好巡查、提醒和劝导工作。

3.加大对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工程治理，

实现“治一个点、少一处危险”。

4.加强城市公园安全管理，对绿地、临水、亲水地带，山体

危石、假山雕塑、滑坡地带等进行隐患排查。公园水域科学配置

围栏、安全警示标识、水深标尺、救生圈等设施设备，在醒目位

置标明救生电话、救助常识。

5.网红打卡地等人员易聚集临水区域加强安全防护设施和

安全警示标识建设，安排专人疏导人流、车流，避免人员聚集。

6.做好其他安全隐患的整治。

（三）江河湖海水库等涉水危险区域

1.落实江河水库安全管理措施，明确管理范围和责任，对水

域统筹布点，合理配置安全警示标识和安全设施，不定时安排人

员巡查，禁止群众进入危险江河和水库管理区域。严格按照预案

做好水库、拦河闸（坝）泄洪时相关疏散管理工作。

2.在临水、临崖路段，漂流、游船、攀岩等危险区域设置安

全警示标识标牌。

3.加大国家公园、森林公园、地质公园、海洋公园、湿地公

园、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等各类自然保护地游览步道、漂流

河道、护栏、码头等各类游乐设施日常维护保养，确保设备运行

正常，对不符合安全要求的设施和区域要停止使用或关闭。

4.全面排查各类自然保护地山体危石、滑坡、临水区域及森

林火灾等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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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渔港码头、防洪堤、渔排养殖区及其近岸码头、休闲渔

业示范基地等危险区域设置警示标识。

6.体育场馆、运动项目和群众健身设施加强救生设施设备、

救助人员配置。

7.做好其他安全隐患的整治。

（四）旅行社

1.必须选择符合资质条件的车辆和驾驶人，签订规范的租车

协议，合理安排行程，避免因时间紧凑超速赶路。

2.严禁组织游客到存在安全隐患，以及未开放的景点和未开

发的区域旅游。

3.加强导游等从业人员培训，督促导游落实游客安全告知事

项，提醒游客遵守各项安全规定，加强个人安全防范，特别是加

强节假日、旅游旺季等游客密集时段团队安全管理。

四、方法步骤

本方案自印发之日起至2021年 11月 30日开展为期三个月

专项整治，全面摸排景区、非景区景点等重点区域存在的安全管

理短板和漏洞，全面加强安全隐患整改，健全完善长效机制，提

升基础保障能力，做好常态化安全管理工作。

（一）开展全覆盖拉网式排查（即日起至9月30日）。各级

各有关部门要全面普查辖区内景区、非景区景点、网红打卡地以

及人员易聚集临水区域等底数，明确目标任务、要求和职责分工，

督促各景区、非景区景点、涉水危险区域和旅行社按照所属整治

内容，对照相关法律法规、规程规范和技术标准要求，从设施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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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安全组织体系、规章制度、现场管理、风险管控、应急管理

等方面，全面开展自查自纠，立查立改。各县（市）区按照属地

原则，开展全覆盖拉网式排查，建立问题清单、责任清单、销号

清单，做到“一地一册、一企一册、一景一册”，找准问题和短

板，定准对策措施，倒排时间表，做到闭环管理。对排查发现的

安全隐患实行“五个一律”，即一律由相关单位按职责分工开具

安全隐患整改通知书；能整改的一律立即整改；一时不能整改的

一律暂停使用设施设备，一律采取临时性管控措施；对整改不到

位或拒不整改的，一律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二）加强执法检查和督促指导（10月 1日至11月 10日）。

各级各部门要按照职责加强督导调研和执法检查，组织对排查出

的问题隐患清单、整改清单开展整改情况“回头看”，对重复存

在同类型重大隐患、隐患整改弄虚作假的，要严厉打击、严格执

法，确保前期排查出来的隐患全部整改到位，排查出来的风险防

控措施全部落实到位。发现存在安全隐患和薄弱环节的，要督促

属地政府和责任单位及时整改到位；发现违法违规的，要及时立

案查处；不具备安全生产资质的各类企业依法坚决予以关停，涉

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加强景区、非景区景点治安管理。

各县（市）区政府要对专项整治行动开展情况进行督促指导，市

政府将组织督导组对专项整治工作开展情况进行定期督促指导。

（三）建立健全常态化防范机制（11月 11日至 30日）。在

全面总结经验和做法的基础上，各级各部门针对景区、非景区景

点和其他涉水危险区域的特点，进一步健全完善安全管理制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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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处置预案，持续推进景区、非景区景点和其他涉水危险区域

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建设，及时出台

相关管理办法；认真总结专项行动的做法，纠正存在的不足和问

题，推广好的经验和做法，建立景区、非景区景点和其他涉水危

险区域隐患排查常态化，联合执法机制规范化，群防联救机制长

效化，不断健全常态化的安全风险防范化解长效机制，努力把问

题解决在萌芽之前、成灾之前。

五、保障措施

（一）压紧压实安全责任。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

抓共管、失职追责”原则，严格落实县（市）区、乡镇（街道）、

村（居）三级属地安全管理责任、行业主管部门安全监管责任，

发挥基层村（社区）网格化治理作用。加强日常安全检查，及时

清除安全隐患。督促景区、非景区景点业主单位落实主体责任，

指导完善安全管理制度、细化应急处置方案，督促严密内部安全

防范措施，确保安全隐患风险发现在早、处置在小。坚决防范重

特大事故发生，对因工作落实不到位造成重大事故的，严肃问责。

〔责任单位：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

（二）加强安全设施建设。景区主管部门要督促指导景区结

合景区提升计划，加大安全投入，督促景区完善景区内安全提示、

警示标识和安全防护设施，打造优质平安景区。属地政府牵头组

织有关部门对非景区景点、人群高度聚集的开放式场所和其他涉

水危险区域定期开展安全风险评估，全面排查分析危险区域数

据，确定出高、中、低风险点，分级采取树立警示牌、加固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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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栏、设置硬质隔离、封停危险区域等针对性防控措施。针对存

在溺水、坠崖、落石、山洪、泥石流等风险的危险区域，该封闭

的要坚决封闭；不能封闭的必须设置明显安全警示标志，划定安

全警戒线，建设必要的安全防护设施和应急避难场所。〔责任单

位：各景区主管部门、各（县）市区政府、高新区管委会〕

（三）提升信息化监控水平。按照“重点部位先行先试”原

则，推动三大通信运营商和有关主管部门在重点部位建设视频监

控，探索运用人像识别、无人机巡查、电子围栏等科技手段，建

立健全视频监控、信息化预警等智能化防控体系，实现对人流、

重点对象、突发事件的实时掌控。加强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建设与

联网，持续推进“全线设防”，加强景区、非景区景点以及沿海

水域防控体系建设，加大沿海岸线高清智能视频监控覆盖面，强

化数据汇聚和互联互通。〔责任单位：市公安局、市委政法委、

市通管办、各县（市）区政府〕

针对重要节假日、重大活动、暑期汛期等重点时段，加密重

点区域的巡查频次，一旦出现苗头性动向，能够及时发现并高效

处置。〔责任单位：市文旅局、市公安局、市水利局、市交通局、

市农业农村局、市林业局、市文物局、市园林中心、市海洋与渔

业局、市市场监管局、市体育局、福州海事局、各县（市）区政

府〕

（四）加大网格化管理力度。突出水域整治，建立健全沿海、

沿江、沿湖等涉水危险区域安全防范机制。成立由市政府领导牵

头，各有关部门参加的涉水危险区域联席会议机制，加强对沿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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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江、沿湖等涉水危险区域安全管理工作的统筹协调。充分发挥

市、县、乡三级“岸长制”“河长制”“湖长制”“林长制”作用，

加强船管站、治安巡防队（安全员）、周边视频监控设备等建设

和管理。〔责任单位：市公安局、市水利局、市交通局、市园林

中心、市林业局、市海洋与渔业局、福州海事局，各县（市）区

政府〕

属地政府加大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力度，按照“属地有格、

格中有人”的原则，发挥综治网格、警务网格、社区网格作用，

并聘用一批数量充足、管用好用的安全巡查督导员，探索实行“片

长制”，发动群防群治力量，每个沿海村居要调整充实由村干部、

辅警（警务助理）、民兵、志愿者等组成的不少于5人的岸线巡

防队伍，加强对沿海、沿江、沿湖等临水危险区域巡查，及时提

醒、制止、劝离靠近、进入危险区域群众。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将

网格化管理所需经费列入本地本部门经费预算予以保障。〔责任

单位：市委政法委、市公安局、市财政局，各县（市）区政府〕

（五）强化安全宣传引导培训。各级各部门要加强公共场所

安全宣传教育，提升社会公众安全防范意识、应急避险和自救互

救能力。文化和旅游部门要采取多种形式开展旅游安全宣传，引

导游客预约、错峰出行，营造文明旅游、安全出行的良好氛围。

气象、海洋与渔业、自然资源、水利部门要及时开展汛情和恶劣

天气的预测预报，及时通过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和微信等新媒

体，第一时间发布气象、地质灾害等预警信息。一旦出现台风、

强降雨、大风天气，及时关闭景区、公园等，疏散群众。属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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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要加强学生、户外运动爱好者等重点人群的安全教育引导，提

醒参加夏令营、社会实践等研学活动和登山、涉水等户外活动时，

遵守相关警示和指引，做好自我保护；加强社区、农村安全生产

宣传教育，提升群众安全意识和安全素质。加强安全和应急知识

培训，特别是对各地新任领导和相关人员要开展安全生产业务培

训，提高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责任单位：联席会议各成

员单位〕

（六）提升应急处突能力。各级政府应将景区、非景区景点

和其他涉水危险区域的应急管理纳入政府应急管理体系，及时完

善应急预案，开展应急演练。进一步健全完善景区、非景区景点

和其他涉水危险区域的救援协调联动机制，协同应对各类安全事

件。属地要整合消防救援、医疗卫生、公安民警、志愿者以及民

间救援队伍等力量，建设应急救援队伍，常态开展专勤训练和联

合演练。沿海地区要在乡镇一级建立海上应急处置队伍，加强与

民间救援队伍的协作联动机制，实现专业救援部门和民间救援力

量相互策应、联动工作。各类应急救援力量要加强值班备勤，确

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够第一时间出动、及时有效应对，最大程度

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同时，各地要严格落实信息报送和发

布审核审查机制，按照规定做好信息报送和发布工作。〔责任单

位：市应急管理局、市文旅局、市公安局、市卫健委、市水利局、

市海洋与渔业局、市消防救援支队、福州海事局，各县（市）区

政府、高新区管委会〕

（七）严格检查督导机制。组建5个专项督导小组（详见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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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2），分别包片督导12个县（市）区和高新区。各督导组、各

县（市）区政府及高新区管委会自9月 14日起，每周至少开展

一次督导检查，并于每周四下午18时前将专项整治情况表（详

见附件3）报送市联席会议办公室。市领导适时带队开展专项督

导，调研分析当前薄弱环节，指导各级各有关部门建立长效管理

机制。专项整治工作将与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的年度安全生产目

标责任制考评挂钩，对工作不落实、成效不明显的单位将予以通

报，确保压实责任，落地见效。〔责任单位：联席会议各成员单

位〕

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要落实信息报送制度，及时将情况报送

市联席会议办公室。细化工作方案，明确整治的重点任务、具体

措施要求和方法步骤，于9月15日前报送。摸清底数情况，于

9月 30日前报送福州市景区和非景区景点安全管理专项整治底

数表及技术监控设施统计表（详见附件4、附件5）。做好工作总

结，10月 15日前报送专项整治阶段性总结，11月 20日前报送

工作总结。

市联席会议办公室联系人：陈树勇，电话：83162197；孙林

江，电话：87505265，邮箱：fzjqaq@126.com，传真：83338445。

附件：1.福州市景区和非景区景点安全管理专项整治工

作联席会议成员名单

2.市级督导组职责分工

3.福州市景区和非景区景点安全管理专项整治

mailto:resource427@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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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表

4.福州市景区和非景区景点安全管理专项整治

底数表

5.技术监控设施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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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福州市景区和非景区景点安全管理专项
整治工作联席会议成员名单

总召集人：孙晓岚 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副召集人：魏善庆 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

翁国平 市文旅局局长

陈仁德 市应急管理局局长

赵爱萍 市政府副处长级督查员

成 员：陈 琳 市委政法委四级调研员

邵东生 市教育局副局长

杨清荃 市民宗局副局长

施玉安 市公安局副局长

张裴雷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

林金泉 市交通局总工程师

林 敏 市农业农村局四级调研员

郑 鸿 市建设局副局长

卢占忠 市林业局副局长

陈 异 市水利局副局长

郑忠平 市文旅局四级调研员

叶 军 市应急管理局总工程师

林燕忠 市海洋与渔业局副局长

高 峰 市市场监管局副局长

杨建国 市体育局四级调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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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聿建 市文物局局长

陈 凡 市园林中心副主任

阮观伟 市房管局三级调研员

陈孝武 福州海事局副局长

刘 静 市气象局副局长

段岩良 市通管办副主

余宁辛 鼓楼区政府党组成员

陈 林 台江区政府副区长

叶晓瑜 仓山区政府副区长

林柳强 晋安区政府副区长

江典顺 马尾区政府副区长、管委会副主任（正处级）

陈爱玉 长乐区政府副区长

郑 云 福清市政府副市长

陈景华 闽侯县政府副县长

陈秀宜 闽清县政府副县长

张卫忠 永泰县政府副县长

高 晶 连江县政府副县长

钟凤金 罗源县政府副县长

魏志谋 高新区管委会科技副主任

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市文旅局，办公室人员由市文旅局、市

应急管理局、市公安局、市海渔局、市林业局各抽调1至2人组

成。抽调人员于9月 10日前到位，集中办公，具体负责专项整

治行动日常工作。

以上人员因工作或职务变动的，由接任者履行相关职责，并

由其所在单位将变动情况报办公室，不再另行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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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市级督导组职责分工

一、工作职责

负责对各县（市）区景区和非景区景点安全管理专项整治工

作进行督导检查，并将督导结果报送联席会议办公室。对各县

（市）区工作推进不力、效能低下的，实行挂牌督办。

二、督导内容

（一）对各县（市）区整治情况进行全程督导检查。

（二）督查各县（市）区是否制定具体实施方案、是否设立

整治专项行动领导小组或联席会议制度，工作部署、人员配置、

资金保障是否到位。

（三）督查各县（市）区是否开展现场检查，是否摸清整治

底数，是否做到“一县一册、一企一册、一景一册”。

（四）督查各县（市）区对存在安全隐患的景区和非景区景

点处置是否到位，是否提出整改措施、明确整改时限和专人负责

跟踪。

（五）督查各县（市）区是否在重点区域落实信息化防控措

施，是否建立长效管理机制。

三、分工安排

组建5个专项督导小组，分赴县（市）区督导景区和非景区

景点安全管理整治工作落实情况。专项督导小组牵头单位分别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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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文旅局、市应急管理局、市公安局、市海渔局、市林业局担任，

负责制定督导方案，开展督导工作。具体如下 ：

督导组 牵头单位 成员单位 督导地区

第一组 市文旅局

市市场监管局

市文物局

市体育局

鼓楼区

台江区

永泰县

第二组
市应急管

理局

市园林中心

市房管局

市气象局

晋安区

马尾区

闽侯县

第三组 市公安局

市委政法委

市教育局

市民宗局

仓山区

高新区

第四组 市海渔局

市交通局

市水利局

福州海事局

市建设局

长乐区

福清市

连江县

第五组 市林业局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市农业农村局

市通管办

罗源县

闽清县

市效能办对五个督导小组及县（市）区、高新区工作开展情

况进行专项督查，确保工作有序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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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福州市景区和非景区景点安全管理专项整治情况表

填报地区（单位）：

隐患类别

单位

总数

督导综合概况 隐患排查治理情况 执法检查情况

检查

单位

和场

所

覆盖

率

开展

检查

次数

参加

人员

排查发现隐患数 已完成整改隐患数

限期

整改

停产

停业

整改

取缔

关闭
罚款

其他

行政

处罚总数
一般

隐患

重大

隐患
总数

一般

隐患

重大

隐患

(家) （家）
（%
）

（次） (人) (项) (项) (项) (项) (项) (项) (家) (家) (家) (万元) (家)

自然灾害

水域安全

设施设备

...

其他

注：本表统计数据为累计数据，各督导组、各县（市）区政府、高新区管委会自9月14日起每周四下午18:00前报

送，重大隐患需另付文字、图片说明。

审核人： 填报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2021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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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福州市景区和非景区景点安全管理专项整治底数表
填报地区（单位）： 填报人： 电话：

序

号

场所（区

域）名称

场所类别（景区/

非景区）
地址 管理主体 安全隐患

隐患等级

（一般隐患/
重大隐患）

防范措施
整改

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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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技术监控设施统计表
填报地区（单位）：

场所

名称

视频监控点 人像识别设备 无人机巡查设备 电子围栏设备

备注
现有数 计划新增 现有数 计划新增 现有数 计划新增 现有数 计划新增

……

注：各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根据现有及即将新增的技术监控设施统计填报该表上报，如有其它技术监控设施，

请在表格下方填写。

审核人： 填报人： 联系电话： 2021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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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1年 9月 13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