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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亭区旅游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山亭区文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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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亭区旅游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1 总则

1. 1 目的

为提高处置旅游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规范旅游安全事故的应急管理和

应急响应程序，及时、高效、有序地做好旅游突发公共事件的救援工作，确

保我区能够迅速有效地处理旅游事故，最大限度地减少旅游安全突发事件造

成的损失，保护旅游者的生命安全，促进“平安山亭”建设。

1. 2 工作原则

(1)以人为本、减少伤亡。在处置旅游突发公共事件中以保障旅游者健

康和生命安全为根本目的，尽一切可能对旅游者实施救援、救助，最大限度

减少旅游突发公共事件造成的旅游者伤亡;不断改进和完善应急救援设施和

手段，切实加强应急救援人员的安全防护。

(2)统一领导，协调行动。在区政府统一领导和区安委会组织协调下，区

文旅局按照职责权限具体负责全区旅游安全重大事故应急工作，区政府有关

部门和事故发生地以及有关旅游经营服务单位按照职责和权限，负责旅游安

全事故相关应急管理和应急处置工作，保证对事故的有效控制和快速处置。

发生事故的旅游企业要认真履行安全生产责任主体的职责，建立安全生产应

急预案和应急机制。

(3)自救互救，安全抢救。事故发生初期，事故单位应按照旅游安全事故

处理程序积极组织抢救，并迅速组织遇险人员沿避险线路撤离，防止事故扩

大。在事故抢救过程中，应采取措施，确保救护人员安全，严防抢救过程中

发生事故。

(4)依靠科学，规范有序。采用先进技术，充分发挥专家作用，实行科学

民主决策。采用先进的救援装备和技术，增强应急救援能力。建立预警和处

置事故的快速反应机制，保证人力、物力、财力的储备，做好预防、预测、

预警和预报工作。将事前预防与事后应急有机结合，把应急管理的各项工作

落实在日常管理之中，提高事故防范水平。对已有的各类机构、人员、设备、

物资、信息进行资源整合，保证实现统一指挥和调度。逐步规范应急救援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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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确保应急预案的科学性、权威性和可操作性。

1. 3 编制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生产安全事

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旅行社条例》、

《导游人员管理条例》、《山东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中国公民出国旅

游管理办法》、《旅游安全管理办法》、《重大旅游安全事故处理程序试行

办法》、《重大旅游安全事故报告制度试行办法》、《山东省旅游突发公共

事件应急预案》和国务院及省、市、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

工作的决定》、《国务院关于特大生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枣

庄市旅游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等法规和规定，结合我区旅游工作实际情况，

制定本预案。

1. 4 适用范围

1.4.1 本预案适用于处置旅游者因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突发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公共事件而发生的重大游客伤亡事件。

1.4.2 突发公共事件的范围

(1)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导致的游客伤亡事件，包括:水旱等气象灾害;

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民航、铁路、公路、水运等重大交通运输事故;

消防事故;其他各类重大安全事故等。

(2)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造成的游客伤亡事件，包括:突发性重大传染性疾

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重大食物中毒，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

的事件等。

(3)突发社会安全事件特指发生涉外旅游突发事件和大型旅游节庆活动

事故。包括:发生港澳台和外国游客死亡事件，在大型旅游节庆活动中由于人

群过度拥挤、火灾、建筑物倒塌等造成人员伤亡的突发事件。

2组织指挥体系及职责任务

2. 1 组织体系

全区旅游安全事故应急救援组织体系由区政府及区安委会、区政府有关

部门、旅游线路涉及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急支持保障部门、应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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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援队伍和旅游经营服务单位组成。

2. 2 应急组织机构与职责

2.2.1 设立区旅游安全事故应急救援指挥部

区旅游安全事故应急救援指挥部由分管副区长担任总指挥，区政府办公

室副主任、区应急管理局局长和区文化和旅游局局长担任副总指挥;成员单位

由区政府办公室、应急、文旅、卫健、公安、交通运输、自然资源、宣传部

门及各镇街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组成;区旅游安全事故应急救援指挥部下

设办公室，主任由区文旅局局长担任，办公地点设在区文旅局。(电

话:8811589)

2.2.2 区旅游安全事故应急救援指挥部的主要职责

(1)决定事故应急预案的启动，组织力量对重大事故进行处置，向上一级

报告有关事故以及应急处置情况;

(2)事故发生后，总指挥或总指挥委托副总指挥赶赴事故现场进行现场指

挥，成立现场应急救援指挥部，批准现场救援方案，组织现场抢救;

(3)负责组织区旅游企事业单位进行事故应急救援演练，监督检查各系统

应急演练;

(4)对各相关部门应急处置准备情况和在重大事故处置工作中履行职责

情况进行督促检查。

2.2.3 成员单位的主要职责

各成员单位在指挥部统一领导下开展工作，加强对旅游安全事故发生地

镇（街）政府有关部门工作的督促、指导，积极参与应急处置工作。

（1）区委宣传部：会同处置事件的有关部门积极主动引导舆论，回应社

会关切，协调新闻媒体及时对事件信息和应急处置工作进行报道。

（2）区政府办公室：负责组织、协调、指挥旅游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工作

研究、解决和处置旅游突发事件中的重大问题，向市人民政府报告旅游突发

事件应急处置情况，协调有关部门（单位）之间工作；负责旅游安全事故应

急处置中涉外问题的政策指导和协调工作。

（3）区公安分局：负责组织公安系统承担突发事故现场重要设施设备及

重点目标的安全保卫工作、交通管制及疏导工作；对旅游安全引发的突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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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中涉嫌犯罪的单位和人员立案侦查，维护现场安全和社会稳定，保障道路

运输畅通。

（4）区应急管理局：负责旅游安全应急管理和应急预案编制指导，综合

协调应急预案衔接和应急协调联动，指导开展预案演练。负责应急管理宣传

教育和培训工作。组织指导应急队伍，协调重要应急物资的储备、调拨和紧

急配送。

（5）区卫生健康局：负责组织实施应急救治工作，及时组织应急医疗救

治队伍、安排指定医疗救治机构，对所属的医疗卫生资源进行统计并合理调

配，通报救治情况，及时将发现的突发事件通报区文化和旅游局，协助做好

旅游安全突发事故的现场应急处置工作。

（6）区文化和旅游局：负责组织协调旅游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工作；协助

做好旅游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制定、发布和管理等工作；组织、参与旅游安全

事故调查，督促有关部门（单位）制定并落实防范措施；承担区旅游安全事

故应急救援指挥部办公室日常工作。负责协助做好旅游预警信息发布、应急

知识宣教等工作，客观报道旅游突发事件及应急救援有关情况。

（7）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旅游景区安全设施和紧急救援的规划与

设立，加强游览设施的安全管理，指导应急救援和应急抢险工程等工作。

（8）区交通运输局：负责旅游安全事故运力资源保障，协助处置旅游安

全事故。

（9）区民政局：负责旅游安全事故发生后对困难受害家庭基本生活的救

助工作。

（10）区财政局：负责安排区级旅游安全事故应急处置经费，并监督管理

经费使用情况。

（11）区市场监管局：负责维护旅游突发事件事发地的市场秩序。负责因

特种设备事故造成的旅游突发事件的安全监察和事故调查。

（12）区司法局：指导全区旅游安全事故的法律援助和社会矛盾纠纷调解

工作。

（13）区自然和资源局：负责组织协调、指导监督旅游景区地质灾害监测

预警、应急调查，及时提供地质灾害信息。



- 254 -

（14）区教育和体育局：负责组织协调、指导体育赛事旅游安全事故的应

急处置，协助组织实施应急控制措施。

（15）区消防救援大队：负责应急处置工作中消防救援的组织实施。事故

发生后，要迅速疏组织事故现场人员疏散、转移，协助组织调动运输工具，

保障道路运输畅通，确保应急处置工作有序进行。

（16）镇政府、山城街道办事处：在上级应急指挥机构领导下，组织和指

挥本辖区的旅游安全事故应急救援工作。

2. 3 组织体系框架描述

2.3.1 预案启动阶段:办公室接到报警后，立即按事故级别通知总指挥及

指挥部各成员单位，召开应急救援会议，决定启动应急预案。

2.3.2 预案实施阶段:各组以牵头单位为主，按工作职责分头组织实施应

急救援，需其他单位协助时，由综合协调组负责联系、调遣。

2.3.3 预案结束阶段:应急救援结束后，各组向指挥部汇报救援情况，由

办公室汇总报区政府和市文旅局。

3区域旅游点分布及危险因素分析

3. 1 区域旅游点分布

山亭区是枣庄市市辖区之一，东邻兰陵县、费县、平邑县，南与市中区、

薛城区毗邻，西邻滕州市，北与邹城市接壤。东西最宽处 39公里，东南西北

斜长 47.5 公里，总面积 1018 平方公里。山亭是 2800 多年前春秋早期小邾国

故都，中华民族颜氏、倪氏的发源地，也是沂蒙革命老区，八路军 115 师在

抱犊崮建立了抗日革命根据地，鲁南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在这里诞生。山亭辖

区有 5400 多座山头，山区面积占到全区总面积的 87%，拥有“天下第一崮”

抱犊崮、华夏最长的地震大裂谷熊耳山；全区生态资源丰富，林地面积 84.3

万亩，森林覆盖率达 58.1%，素有“生态山亭、养生福地”的美誉。全区已

建成国家 4A级景区 5 个、3A 级景区 4 个，A 级景区总数 12个；培育省级及

以上工农业旅游示范点 25个、乡村民宿 51家、“中国乡村旅游金牌农家乐”

9家、“好客人家”农家乐 113 家，省级旅游特色村 36个，旅游强镇实现全

覆盖。

https://baike.so.com/doc/1000266-1057459.html
https://baike.so.com/doc/5417925-5656081.html
https://baike.so.com/doc/5341631-5577074.html
https://baike.so.com/doc/6151485-6364684.html
https://baike.so.com/doc/6088313-6301418.html
https://baike.so.com/doc/5343190-5578633.html
https://baike.so.com/doc/5335531-557096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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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危险因素分析

(一)自然灾害。主要包括旅游过程中发生的水旱灾害、地质灾害、森林

火灾等。

(二)事故灾难。主要包括旅游交通运输事故、旅游环境污染事故、旅游

公共设施安全事故、拥挤踩踏事故等。

(三)公共卫生事件。主要指旅游过程中的群体急性中毒事故。

(四)社会安全事件。主要包括旅游活动范围内的恐怖袭击活动、牙卜教

异端活动等。

4预防预警机制

4. 1 预防机制

要求旅游经营单位在安全管理工作方面必须做到:

(1)高度重视安全工作，设立安全管理机构，配备安全管理人员，建立健

全安全规章制度，并组织实施;

(2)景区要建立自然灾害预警制度、重大安全隐患备案制度等安全管理制

度，加强与气象、国土部门联系，及时准确地提供气象、地质信息。要有严

格安全管理措施，并有专门安全责任人员;

(3)建立安全管理责任制，将安全管理的责任落实到每个部门、每个岗位、

每个职工，坚持日常的安全检查工作，重点检查安全规章制度的落实情况和

安全管理漏洞，对存在的安全隐患按标准要求整改，落实安全防范措施;

(4)把安全教育、职工培训制度化、经常化，培养强化职工的安全意识，

普及安全常识，提高安全技能，对新招聘的职工，必须经过安全培训，合格

后才能上岗;

(5)新开业的旅游企事业单位，在开业前必须向区文旅局申请对安全设施

设备、安全管理机构、安全规章制度的检查验收，检查验收不合格者，不得

开业;

(6)对用于接待旅游者的汽车、电动车、游船、游乐设施及其它设施，要

定期进行维修和保养，接受质监部门的检验检测，在运营前要进行全面的检

查，严禁带故障运行;

(7)负责为旅游者投保，对旅游者的行李要有完备的交接手续，明确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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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损坏或丢失;

(8)在安排旅游团队的游览活动时，要认真考虑天气变化等可能影响安全

的诸方面因素，制定周密的行程计划，并注意避免司机处于过分疲劳状态;

(9)在景区危险路段，通往不安全区域的交通路口，及有风险的旅游项目

出入路口要设立规范、清晰、醒目的安全警示标志或安全说明，游客集中发

生拥堵时，要有分流措施和方案;

(10)开展登山、探险、水上游乐等风险性旅游项目时，要事先制定周密

的安全保护预案和急救措施，相关安全设施要到位;

(11)接受区文旅局对旅游安全管理工作的行业管理和监督检查，直接参

与处理涉及单位的旅游安全事故，包括事故处理、善后处理及赔偿事项等。

4. 2 预警机制

(一)信息监测与报告

旅游应急领导机构要建立健全旅游信息监测体系和信息报告制度，完善

预测预警机制。贯彻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的原则，及时了解掌握旅游团

队相关旅游信息，加强监测和分析，及时向上级部门报告监测信息。

(二)预警级别

根据旅游突发事件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紧急程度及发展趋势，旅游突

发事件预警分为 I 级、II 级、III 级、W 级四级，依次分别用红色(警告不要

前往)、橙色(劝告不要前往)、黄色(提示注意事项)和蓝色(提供相关信息)

表示。

(三)预警信息系统

1、接警

区旅游安全事故应急救援指挥部办公室设立接警中心，公布值班电话。

2、预警信息通报

区交通运输、气象、地震、自然资源、卫健等有关部门在发布交通、气

象、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预警信息时，应及时向区旅

游安全事故应急救援指挥部办公室通报。

(四)预警信息处理

1、接警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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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旅游安全事故应急救援指挥部办公室接到报警后，应立即进行复核确

认，及时采取必要的应急措施。事态严重时，应当在 1 小时内将报警信息上

报上级旅游应急领导机构。市旅游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接报后，要组织专家组，

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对报警信息进行风险评估。

2、预警信息处理

区旅游安全事故应急救援指挥部办公室在收到区交通运输、气象、地震、

自然资源、卫健等部门提供的预警预报信息后，组织专家组，结合预警地区

的情况，对预警信息进行风险评估。

(五)预警发布

区旅游安全事故应急救援指挥部办公室对报警信息、接收到的相关部门提供

的信息和专家组意见进行汇总整理，及时提请区旅游安全事故应急救援指挥部，

由区旅游安全事故应急救援指挥部根据危险程度，发布旅游预警警报。

(六)预警解除

区交通运输、气象、地震、自然资源、卫健等部门在对气象、地质灾害、

森林火灾、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预报信息做出变更时，应及时通报区旅游安

全事故应急救援指挥部办公室。区旅游安全事故应急救援指挥部办公室综合

各类预警信息，并组织专家组进行评估，由区旅游安全事故应急救援指挥部

做出取消或降低预警级别的决定，及时向区人民政府报告，并通报区旅游安

全事故应急救援指挥部各成员单位。

5应急响应

5. 1 旅游突发事件等级及响应

5.1.1 旅游突发事件分级

根据旅游突发事件的性质、危害程度、可控性以及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的

影响，旅游突发事件一般分为特别、重大、较大和一般四级。

(1)特别重大指一次突发事件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人员死亡(含失踪)30 人

以上或者重伤 100 人以上;旅游者 500 人以上滞留超过 24小时，并对当地生

产生活秩序造成严重影响;其他在境内外产生特别重大影响，并对旅游者人

身、财产安全造成特别重大威胁的事件。

(2)重大指一次突发事件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人员死亡(含失踪)10 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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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30人以下或者重伤 50人以上、100 人以下;旅游者 200 人以上滞留超过

24小时，对当地生产生活秩序造成较严重影响;其他在境内外产生重大影响，

并对旅游者人身、财产安全造成重大威胁的事件。

(3)较大指一次突发事件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人员死亡(含失踪)3 人以上

10 人以下或者重伤 10 人以上、50 人以下;旅游者 50 人以上、200 人以下滞

留超过 24小时，并对当地生产生活秩序造成较大影响;其他在境内外产生较

大影响，并对旅游者人身、财产安全造成较大威胁的事件。

(4)一般指一次突发事件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人员死亡(含失踪)3 人以下

或者重伤 10人以下;旅游者 50 人以下滞留超过 24小时，并对当地生产生活

秩序造成一定影响;其他在境内外产生一定影响，并对旅游者人身、财产安全

造成一定威胁的事件。

所称的“以上”包括本数，所称的“以下”不包括本数。

5.1.2 分级响应

（1）当发生特别重大、重大旅游突发事件时，根据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

《旅游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要求，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在区政府领导下，

及时做好协调、信息掌握等相关工作，领导和组织相关单位及时采取应急处

置措施。

（2）发生较大及一般旅游突发事件由区文化和旅游局启动相应的旅游应

急预案，在区政府领导下，领导和组织相关部门和单位及时采取应急处置措

施。

5. 2 响应程序

5.2.1 突发自然灾害和事故灾难事件的应急救援处置程序

（1）当自然灾害和事故灾难影响到旅游团队的人身安全时，随团导游人

员在与当地有关部门取得联系争取救援的同时，应立即向当地旅游行政管理

部门报告情况。

（2）当地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在接到旅游团队、旅游区(点)等发生突发自

然灾害和事故灾难报告后，应积极协助有关部门为旅游团队提供紧急救援，

并立即将情况报告上一级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同时，及时向组团旅行社所在

地旅游行政管理部门通报情况，配合处理有关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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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市文化和旅游局在接到相关报告后，要主动了解、核实有关信息，

及时上报市政府和省文化和旅游厅;协调相关地区和部门做好应急救援工作。

5.2.2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救援处置程序

(一)突发重大传染病疫情应急救援处置程序

(1)旅游团队在行程中发现疑似重大传染病疫情时，随团导游人员应立即

向当地卫生防疫部门报告，服从卫生防疫部门作出的安排。同时向当地旅游

行政管理部门报告，并提供团队的详细情况。

(2)旅游团队所在地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接到疫情报告后，要积极主动配合

当地卫生防疫部门做好旅游团队住宿的旅游饭店的消毒防疫工作，以及游客

的安抚、宣传工作。如果卫生防疫部门作出就地隔离观察的决定后，旅游团

队所在地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要积极安排好旅游者的食宿等后勤保障工作;同

时向上一级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报告情况，并及时将有关情况通报组团社所在

地旅游行政管理部门。

(3)经卫生防疫部门正式确诊为传染病病例后，旅游团队所在地旅游行政

管理部门要积极配合卫生防疫部门做好消毒防疫工作，并监督相关旅游经营

单位按照有关规定采取消毒防疫措施;同时向团队需经过地区旅游行政管理

部门通报有关情况，以便及时采取相应防疫措施。

(4)发生疫情所在地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接到疫情确诊报告后，要立即向上

一级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报告。区文化和旅游局接到报告后，应按照团队的行

程路线，在全区范围内督促该团队所经过地区的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做好相关

的消毒防疫工作，并协调相关地区和部门做好应急救援工作。同时，要主动

了解、核实有关信息，及时上报区政府和市文化和旅游局。

(二)重大食物中毒事件应急救援处置程序

(1)旅游团队在行程中发生重大食物中毒事件时，随团导游人员应立即与

卫生医疗部门取得联系争取救助，同时向所在地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报告。

(2)事发地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接到报告后，应立即协助卫健、检验检疫等

部门认真检查团队用餐场所，找出毒源，采取相应措施。区级旅游部门接到

报告后除按规定上报外，同时应督促全区各地旅游行政管理部门会同当地卫

生防疫部门做好旅游团队餐饮场所的检查，以避免类似事故的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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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事发地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在向上级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报告的同时，应

向组团旅行社所在地旅游行政管理部门通报有关情况，并积极协助处理有关

事宜。区文化和旅游局在接到相关报告后，要主动了解、核实有关信息，及

时协调相关地区和部门做好应急救援工作，并上报区政府和市文化和旅游局。

5.2.3 突发社会安全事件的应急救援处置程序

(1)当发生港澳台和外国旅游者伤亡事件时，除积极采取救援外，要注意

核查伤亡人员的团队名称、国籍、性别、护照号码以及在国内外的保险情况，

由区外事部门、区文化和旅游局通过有关渠道，及时通知港澳台地区的相关

急救组织或有关国家的急救组织，请求配合处理有关救援事项。

(2)在大型旅游节庆活动中发生突发事件时，由活动主办部门按照活动应

急预案，统一指挥协调有关部门维持现场秩序，疏导人群，提供救援，当地

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要积极配合，做好有关工作，并按有关规定及时上报事件

有关情况。

5.2.4 国(境)外发生突发事件的应急救援处置程序

在组织中国公民出国(境)旅游中发生突发事件时，旅行社领队要及时向

所属旅行社报告，同时报告我国驻所在国或地区使(领)馆或有关机构，并通

过所在国家或地区的接待社或旅游机构等相关组织进行救援，要接受我国驻

所在国或地区使(领)馆或有关机构的领导和帮助，力争将损失降到最低程度。

5. 3 信息报送和处理

旅游安全事故相关信息的报送和处理由区旅游安全事故应急救援指挥部

办公室负责。开通山亭区旅游安全报警电话(8811589)，设在区文旅局办公室，

接受旅游企事业单位的安全信息报告，有关信息属应报告区政府、市文旅局

的，由指挥部办公室按程序报送上级部门。旅游企业发生旅游安全事故，必

须在第一时间以最快速度将事故概况报区旅游安全事故应急救援指挥部办公

室，最迟不得超过 1 个小时;12 小时内以书面形式报告详细情况;事故处理结

束后，将事故调查报告报区安委会、区政府和市文旅局。

采集信息的内容应包括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伤亡情况、事故原因，

并随着事故处理的深化，逐步完善信息内容。信息的传输方式以电传、电话

为主。报送程序由事故单位、区旅游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区旅游应急指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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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级报告，反馈程序自上而下执行;安全事故涉及港澳台人员或外国人，需要

向港澳台地区有关机构或有关国家进行通报时，由区政府外事办公室按照区

旅游应急指挥部指令进行。

5. 4 通讯方式

区政府值班室 8811121

区应急管理局 8821103

区文旅局 8811589

区公安分局 8864104

区卫健局 8811280

区交通局 8811461

区委宣传部 8811236

区气象局 8356092

区自然资源局 8811147

消防火警 119

公安报警 110

医疗急救 120

交通事故报警 122

亚洲国际紧急救援中心 010-64629100

卫生部国际紧急救援中心 010-64001746

5. 5 旅游安全事故的调查、处理、检测与后果评估

上述工作由区政府办公室、文旅、应急管理、监察、公安、消防、保险

等部门按各自职责分工进行，形成统一意见后，形成书面报告报区旅游应急

指挥部及相关部门。

5. 6 新闻报道

由区旅游应急指挥部办公室统筹安排，遵循及时、主动、客观、准确、

规范原则进行，严格审查、发布程序。对旅游安全事故和应急响应的信息实

行统一、快速、有序、规范管理，会同区委宣传部审查发布时机、方式、途

径、内容等，以指挥部或区安委会办公室名义实施新闻发布。安全事故的新

闻报道应按照《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改进和加强国内突发事件新闻报道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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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知》(中办发[2003] 22 号)和国务院《关于改进和加强国内突发事件新

闻发布工作的实施意见》(国务院办公厅 2004 年 2月 27 日印发)以及省、市、

区《突发公共事件新闻发布应急预案》的具体要求进行。

5. 7 应急结束

当事故现场得以控制、现场抢救及入院治疗活动结束、事故涉及人员全

部得到妥善安置后，经指挥部确认和批准，现场应急处置工作结束，应急救

援队伍撤离现场。后期处置包括事故原因已查明、事故善后处理结束、事故

处理结果按程序上报有关部门后。应急结束由区旅游应急指挥部宣布。

6后期处置

6. 1 善后处置

由事故综合协调组负责组织协调事故的善后处置工作，包括人员治疗、

安置、补偿等事项，妥善安置和慰问受害及受影响人员，保证社会稳定，尽

快消除事故影响，尽快恢复正常秩序。

6.1.1 人员安置:旅游事故发生后，受伤人员由医疗救护组负责入院治疗

事宜，团队其他人员由事故单位负责住宿安排及返程事宜。

6.1.2 现场清理与处理:由交通治安消防保障组、事故单位共同进行事故

现场的清理与处理，查清损失情况，为后期补偿和赔付提供依据。

6. 2 保险

6.2.1 应急人员保险:参加现场救助的应急人员由其所在单位为其投保

人身意外险，一旦发生险情，由所在单位通知保险公司理赔。

6.2.2 受灾人员保险:由事故单位或旅游者本人通知其投保公司，派人赴

现场进行现场勘查和理赔工作。

6.2.3 保险机构:保险公司应及时开展应急人员保险受理和受灾人员保

险理赔工作。

6.3 事故调查报告

旅游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全程开展勘察、取证和分析等工作，在应急状态

解除后整理和审查所有的应急记录和文件等资料，总结和评价导致应急状态

的事故灾难原因和在应急期间所采取的主要行动，及时作出书面报告。事故

调查报告的内容包括:事故经过及处置措施，事故原因及责任处埋，善后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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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及赔偿情况，事故教训，今后防范措施。调查报告应上报区安委会、区

政府及市文旅局。

7应急保障

7. 1 信息保障

区文旅局负责建立旅游安全信息系统，建立旅游应急救援信息网络，以

及信息采集等制度，对全区旅游安全事故信息进行综合集成、分析处理。各

旅游企事业单位负责本单位相关信息的收集、分析、处理，及时向区旅游应

急指挥部办公室报送各类旅游安全事故信息，重要信息要随时报送。

7. 2 通信保障

区文旅局负责提供应急参与部门的通讯联系方式，协调网通公司、电信

公司、移动公司、联通公司等单位实施应急通信保障，确保应急期间领导机

关、指挥部及其他重要场所通信畅通。

7. 3 人员保障

指挥部相关成员单位依据各自职责组建相应的应急救援专业队伍，根据

上级指令，承担应急支援工作。应协调沟通有关技术专家参与研究制定抢救

技术方案，为应急救援提供技术支持和保障。旅游企事业单位应以专业技术

人员和职工为先期紧急处置队伍。应该把事故所在地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

处)、群众和志愿者队伍作为应急响应的人力资源，应急状态下动员组织可参

与应急处置的人员投入抢险应急救援。发生特大旅游安全事故时，如需要驻

枣部队参与支援抢险工作，由指挥部向上级政府提出请求。

各类抢险救援队伍要合理部署，配备先进的救援器材和交通工具，制定

各类应急处置专业技术方案，积极开展技能培训和演练。人员编成和器材配

备参照有关标准执行。

7. 4 交通保障

发生事故后，由指挥部根据需要及时协调有关部门提供交通运输保障。

区公安交警部门及时对事故现场进行交通管制，根据需要开设应急救援“绿

色通道”，确保救援物资、器材和人员运送及时到位。事故发生地镇人民政

府(街道办事处)协助做好交通保障工作。必要时可紧急调用和征用机关、企

事业单位和社会交通设施。道路受损时区交通部门要迅速组织力量进行抢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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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畅通。

7. 5 医疗救护保障

区卫健局负责制定受伤人员救护与治疗应急预案。确定受伤人员专业治

疗与救护医院，培训相应医护人员;指定相关医院储备相应的医疗器械和急救

药品;负责调配事故现场医务人员、医疗器械、急救药品，组织现场救护及伤

员转移，负责统计伤亡人员情况。发生事故后，按照“分级救治”原则(现场

抢救、院前急救、专科治疗三个阶段)，组织医疗救护队伍迅速赶赴事故现场，

对伤员实施初步急救措施，稳定伤情，及时运出危险区，转入医院进一步进

行治疗。根据事故的特征和需要，做好卫生防疫准备，并严密组织实施，尽

最大可能避免人员伤亡。

7. 6 治安保障

事故发生后，区公安分局迅速组织应急救援现场治安警戒和治安管理，

加强对重点地区、重点场所、重点人群的防范保护，确保应急处置工作有序

进行，应急救援物资、装备免遭人为破坏，社会治安稳定。事故所在地镇人

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协助做好现场治安保障工作。

7. 7 物资与装备保障

根据国家安全生产事故灾难应急预案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

部门、企业，应当建立应急救援设施、设备、救治药品和医疗器械等储备制

度，储备必要的应急物资和装备。事故发生后，区安委会统一协调区有关部

门做好应急救援物资的调拨、紧急供应。

旅游企事业单位应根据实际情况和需要配备必要的应急救援装备，明确

类型、数量、性能和存放、管理，法律法规规定应当配备的装备，必须按规

定配备。

7. 8 资金保障

旅游企事业单位应当做好事故应急救援必要的资金准备。事故应急救援

资金首先由事故责任单位承担，必要时应急处置资金按照相关规定解决。

7. 9 社会保障

由区民政局组织应急救援捐赠活动，组织协调社会捐赠，并负责捐赠资

金、物质的管理和监督使用。鼓励旅游经营单位和旅游者积极参与意外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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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

7. 10 宣传、培训和监督检查

区政府或区政府授权区文旅局向公众公布旅游安全事故应急预案信息，

公开接警电话和部门，并由区文旅局和相关部门组织相关法律法规及旅游事

故预防、避险、避灾、自救、互救常识的宣传工作。区文旅局负责将应急救

援培训纳入旅游企业管理人员和导游、服务人员培训内容，认真做好应急管

理培训工作。旅游经营单位应当加增强主体宣传教育意识，积极开展安全宣

传、教育和员工安全培训工作。区文旅局负责旅游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的监管

工作，监督检查指导相关分预案及各旅游企业应急预案的制定、修订、运行

和管理工作，并组织好应急救援演习。

8附则

8. 1 预案管理与更新

区文旅局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和应急资源的变化情况，以及预案实

施过程中发观的问题或出现的新情况，按照区安委会统一要求，及时修订完

善旅游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进行预案内容的更新，确保与上级业务部门

专门预案相衔接。本预案未尽事宜参照上级相关应急预案的要求执行，上级

应急预案对基本原则、内容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应急预案的制定、修订按照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原则，广泛征求社会

各届和专家的意见，通过组织论证和审查，并经实施预案有关单位认可后发

布上报，同时印送区政府及各相关单位存档备案。

旅游应急预案由区文旅局牵头主办，区应急管理局指导，区公安分局、

卫健局协办。本预案由区文旅局制订并负责解释。

8. 2 国际沟通与协作

8.3.1 旅游事故中发生国外人员伤亡的，应按伤亡人员所在国家驻华使

馆、领事馆的要求，在办妥有关手续的前提下，可由亚洲国际紧急救援中心

转送到境外。

亚洲国际紧急救援中心电话:010-64629100

8.3.2 海外游客在我国境内遭遇意外事故时，如果该游客是国际救援组

织的客户，国际救援组织可直接参与救援服务;国际救援组织也可受该游客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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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的外国保险公司或者外国驻华使、领馆的委托参与急救服务;在国际救援

组织参与上述急救服务及其善后事宜处理工作时，有关方面应按规定给予积

极协助。

国家卫健委国际紧急救援中心电话:010-64001746

8. 3 奖励与责任追究

8.3.1 奖励:

对在旅游安全事故中有下列先进事迹的单位或个人，由旅游行政管理部

门按照有关规定进行评定，给予表彰奖励:

(1)出色完成应急处置任务，成绩突出的;

(2)防止或抢救事故有功，使国家、集体和游客、群众的财产免受损失或

减少损失的，或对应急救援工作提出重大建议，实施效果显著的;

(3)协助事故发生单位进行紧急救助，避免重大损失，见义勇为救助旅游

者，或保护旅游者财物安全不受重大损失的。

8.3.2 处罚

对在旅游事故中有以下情形之一者，由有关部门按相关法律法规及有关

规定，对有关责任人员视情节和危害后果，进行行政处分、治安处罚或刑事

责任追究:

(1)不按照规定制订事故应急预案，拒绝履行应急准备义务的;

(2)不按照规定报告、通报事故真实情况的;

(3)拒不执行旅游安全事故应急预案，不服从命令和指挥，参与应急救援

工作不力的;

(4)盗窃、挪用、贪污应急工作资金或者物资的;

(5)阻碍应急工作人员依法执行任务或者进行破坏活动的;

(6)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的;

(7)有其他危害应急工作行为的。

8. 4 预案实施时间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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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山亭区旅游安全事故应急救援指挥部成员名单

指挥部 姓名 单位及职务 值班电话

总指挥 李明智 区政府副区长 8811121

副总

指挥

姜玉民 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13969422990

张永龙 区应急管理局局长 8821103

王明翰 区文化和旅游局局长 8811589

李开华
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区互联

网信息中心主任
19963275550

杜传阔 区公安分局党委委员 13863215399

相修生 区卫生健康局局长 8823056

程卫国 区交通运输局局长 8811461

张延鹏 区市场监管局局长 8811472

王洪斌 区财政局局长 8811721

宋文忠 区司法局局长 8811386

张 亚 区自然资源局局长 8811417

周升民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 8811184

唐志清 区教育和体育局局长 8862699

赵 毅 区民政局局长 8026166

于海洋 区消防救援大队大队长 8863119

贾继勇 山城街道办事处主任 8811650

徐 伟 西集镇镇长 8511104

陈荣阔 桑村镇镇长 8611103

刘 敏 城头镇镇长 8711202

颜世鹏 冯卯镇镇长 8411103

王 涛 店子镇镇长 8981185

李 岩 水泉镇镇长 8761103

刘建华 徐庄镇镇长 8451103

白 涛 北庄镇镇长 13706321611

姚东伟 凫城镇镇长 13561182599



- 268 -

附件 2

山亭区旅游安全事故应急救援办公室成员名单
办公室 姓 名 单位 职务 联系方式

主任 王明翰 区文化和旅游局 局长 13863233168

副主任 赵 贵 区文化和旅游局 副局长、旅游服务中心主任 13165211766

成

员

李开华 区委宣传部
副部长、区互联网信息中心

主任
19963275550

杜传阔 区公安分局 党委委员 13863215399

杨卫勇 区应急管理局 区应急保障中心主任 13706322345

侯祯丹 区文化和旅游局 产业发展股负责人 13777875340

闫香喜 区卫生健康局 党组成员、副局长 17606325216

高现文 区交通运输局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办公室

主任
13863208366

龚传柏 区市场监管局 特种设备安全监管股股长 18866329575

王勇材 区财政局 教科文股科员 17521378582

张建国 区司法局 副局长 13863290136

苗敬法 区自然资源局 林业资源发展中心副主任 15106328899

董顶武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

区住建局党组成员 13963298998

刘思亮 区教育和体育局
区教育和体育局安全办主

任
13280266659

赵联喜 区民政局
基层政权和社会事务股股

长
15806329067

陈林林 区消防救援大队
枣庄市山亭区山城消防救

援站副站长
15163208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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