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潮府办〔2017〕22号

潮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潮州市加强

改进大型群众性活动和群众自发性聚集

活动安全管理工作意见》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市府直属各单位，市各开发区、潮

州新区管委会：

《潮州市加强改进大型群众性活动和群众自发性聚集活动安

全管理工作意见》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

贯彻执行。执行过程中如遇到问题，请迳向市公安局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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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年 7月 12日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

抄送：市委各部委办，市人大办，市政协办，市纪委办，潮州军分区，

市法院，市检察院，驻潮部队，中央、省驻潮各单位，各人民

团体，各民主党派，各新闻单位。

————————————————————————————

潮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年7月12日印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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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州市加强改进大型群众性活动和群众自发性

聚集活动安全管理工作意见

为进一步促进和完善大型群众性活动和群众自发性聚集活动

安全管理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大型

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以及《广东省公安机关群众自发性聚

集活动安全管理工作指引》等相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提出如下

意见。

一、充分认识加强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的重要意义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文体、商贸、重大节庆纪念、庙

会、体育等各类大型群众性活动（以下简称“大型活动”）举办

频繁,此类活动规模大、影响广，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我市的知名度，

推动了经济的繁荣发展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然而，大型活

动参与人数多、人群高度密集，一旦安全措施不落实，极易发生

安全问题，甚至引发拥挤踩踏等群死群伤事故。亟需监管部门进

一步创新工作思路，建立健全机制，确保各类大型活动安全有序

开展。各级政府和安监、公安、城管、文化、环保、消防、旅游、

卫生等部门要充分认识加强和改进大型活动的安全管理工作，对

维护公共安全、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进一步加强协作、密

切配合，为各项活动的开展提供安全保障。

二、进一步落实安全管理工作责任

按照“谁承办、谁负责”的原则，进一步增强承办单位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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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意识，落实大型活动的安全主体责任，确保安全措施落实到位。

各级、各有关部门和单位组织举办的大型活动，由承办单位落实

安全主体责任，公安机关要按照《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

严格各项安全监管工作要求，对不符合规定的，不予许可，达不

到许可人数的（500 人以上 1000 人以下）,须到属地公安机关报

备。对我市各级各相关职能部门举办的大型活动，属地公安机关

要制定安全工作方案，会同各职能部门加强各项安全管理工作。

群众自发性聚集活动的，由相关部门或公安机关负责实施指导协

调。

三、建立健全风险评估工作机制

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原则，建立健全安全风险评

估机制，根据活动的参与人员、场地条件、社会环境等安全因素

进行全面的安全风险评估。主要评估内容：

（一）活动举办时间、地点、规模、背景、内容。

（二）参与活动的人员构成和出席人员规格。

（三）活动举办场地、场馆的硬件设施条件。

（四）社会、群众、媒体关注的程度。

（五）自然环境、天气或其他影响活动安全的因素，现场周

边及社会面治安总体状况等。对使用互联网、微博、微信、QQ群

等网络渠道发布的各类情况信息及人员参与聚集等情况，要一并

纳入风险评估范畴。各级、各相关职能部门举办的大型活动，公

安机关要会同主办部门开展安全风险评估工作，并有针对性地制

定安全保卫工作方案。对其他各类大型活动，要指导承办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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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主组织开展评估工作，根据安全风险点，制定相应的安全工作

方案。

四、明确大型群众性活动的安全标准要求

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把安全标准要求作为强化大型活动安全

管理工作的重要内容，严把安全标准落实关。

（一）加强安全容量管理。对设有固定坐席场所举办的活动，

按照比例核准安全容量，原则上为有效座位总数的 80%，最大不

超过 90%；在无固坐席场所举办的，按照场所有效使用面积人均

不少于1平方米的标准，核准安全容量。

（二）加强临建设施检查。对大型活动现场需要搭建舞台、

展台、灯组等临时性设施的，安监、公安、消防部门要督促承办

单位聘请专业机构进行检验、检测，并出具检验检测报告。检验

检测不合格的，不得投入使用。

（三）加强入场安全检查工作。各有关部门要指导承办单位

配备安全门、手持探测仪、X光机等安检设备和专业的安检人员，

明确禁止和限制带入物品清单，对进入大型群众性活动场所人员、

物品、车辆实施安检。

（四）加强票证管理。公安机关要会同各部门对大型活动销

售和发放的各种票证进行安全监管，严格控制票证种类和数量，

防止超量售票。在各类大型活动中，公安机关不得向承办单位索

要门票，在固定座席场所举办的大型活动，安保工作所用座位应

有明确标注。

五、切实加大安全管理工作的科技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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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各有关单位要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有效推动大型

活动安全管理工作向科技化、智能化发展。

（一）运用大数据加强监测。对现场群众多、规模大易形成

人员聚集的活动，要积极利用“关键词搜索”技术加强人群聚集

热点预测，利用“热力图”技术加强人流监测、预警，通过大数

据技术辅助现场指挥决策。

（二）指导承办单位深入推进视频监控系统建设，确保视频

监控系统满足全覆盖、无死角，画面图像清晰，运转顺畅，储存

量大等要求，为安全管理工作提供有力支撑。

六、加快安全管理工作社会化进程

鼓励各类社会力量、市场力量参与大型活动安全管理，并根

据各地情况，分步实施、逐步推进，为大型活动安全管理社会化

营造公开的市场环境。

（一）鼓励行业协会参与。鼓励与大型活动有关的行业协会

制定相关行业规范和技术标准，开展安全教育和培训活动，协助

各职能部门指导、监督成员单位建立安全责任制度，履行安全职

责。

（二）引入相关工作机构。引入有资质的安全检测机构，对

大型临建设施搭建进行全过程安全检测，出具具有法律效力的检

测报告，公安机关将据此作为安全许可的依据；同时，引入风险

评估机构，协助承办单位对大型活动进行风险评估。

（三）强化保安服务公司作用。保安服务公司是大型活动管

理工作的重要力量，各主办单位要根据活动情况需要配备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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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专业保安人员，原则上室内举办的活动一般不少于每场参加人

数的 1%，室外举办的活动一般不少于每场参加人数的 2%。保安公

司选聘由承办单位负责，公安机关不得参与或指定，也不得在审

批时变相介绍和推荐。

（四）推动场地安保工作常态化。公安部门要指导举办大型

活动开展安保工作常态化演练，指导对场地自身安保工作进行全

面规划和完善，协助制订安全工作方案、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和人

员疏散预案，逐渐提升承担活动安保任务能力，建立安保常态化

机制。

七、进一步优化服务和管理职能

各级、各有关部门要简化环节和手续，为大型活动的举办提

供优质高效的服务保障。在安全许可方面，对承办方提交的申请

材料要一次性告知；有条件的地方要开通网上受理申请材料业务。

在现场检查方面，根据风险等级，协助承办单位做好安全保卫工

作方案，细化落实各项安保措施。在现场秩序维护方面，充分考

虑活动的特点，减少着装安保警力，营造和谐欢乐的活动氛围。

建立从业单位准入制度，加强对承办单位、保安服务公司等与大

型活动相关的行业单位监管。严格进行资格审核把关，对多次违

规举办活动的，列为不良信誉单位，定期向社会通报。积极协调

承办方为实施安全监管的公安机关提供必要的工作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