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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A级旅游景区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
防控工作指引（第二版）

一、总体要求

贯彻落实《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联防联控

机制关于做好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发明

电〔2020〕14号）和《广东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

关于做好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的实施意见》（粤防疫指明

电〔2020〕19号），处理好常态化下疫情防控和旅游景区有序开

放的关系，结合落实“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总体防控策略，

坚持精准管控、及时发现、快速处置、有效救治原则，抓住秋冬

季疫情防控重点，落实预约、限流措施，突出做好景区出入口、

重要游览节点的疫情防控和客流管控，保障游客游览安全。

二、适用范围

本指引适用于全市 A级旅游景区正常开放的游览活动区域。

景区内部演出活动按照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关于印发

《剧院等演出场所恢复开放疫情防控措施指引》（第三版）和省文

化和旅游厅《剧院等演出场所恢复开放疫情防控措施指引》（第三

版）执行。

三、责任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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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区政府落实属地责任，做好本地疫情防控形势研判，加强

对旅游景区疫情防控工作监督管理。各 A级旅游景区落实疫情防

控主体责任，推动常态化疫情防控下旅游景区有序开放。

四、主要措施

（一）建立疫情防控机制。

按照国家、省、市各级关于做好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工

作的要求，建立健全疫情防控工作机制，落实防控工作责任主体。

结合 A级旅游景区防控工作特点，制定完善疫情防控工作方案和

应急预案，督导落实日常疫情防控工作措施，建立疫情防控台帐。

组织开展疫情防控工作培训，加强疫情防控应急演练，提升应急

事件处置能力。加强值班值守，畅通信息上报渠道，提升疫情防

控工作效能。

（二）场所管理防控。

1.实施入园预约、检测。景区售票实行分时段预约制、实名

制，有效控制入园客流。落实入园测量体温、扫描“健康码”等

动态监控措施，指引游客按规定佩戴口罩等防护品。游客如拒绝

戴口罩，或体温检测异常（≥37.3°C），或健康码为红码、黄码，

应当拒绝其进入并建议其尽快就医。

2.加强客流管控。按照“限量、预约、错峰”要求，加强对

假日、暑期、周末等客流高峰时段游客管控和疏导。景区日接待

量不超过日最大承载量的 50%，瞬间流量不超过最大瞬时流量的

50%，及时发布最大承载量公告。对游客服务中心、游客出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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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卡点”等游客易聚集区加强巡查和疏导，防止游客聚集。

3.严格出入口管理。排队区域设置“一米线”，加强有效疏导，

严禁人员聚集。在景区出入口处有醒目的中英文防控知识宣传提

示。

4.做好旅游景点内公共卫生间、垃圾桶等公共设施以及门把

手、电梯按钮等高频接触物体表面的清洁消毒。

5.加强景区内部交通工具、景区游乐设备的清洁消毒，做到

一次一消毒、一客一消毒，每日不少于 2次集中彻底清洁消毒。

6.景区公用卫生间要配备足够的洗手液，保证水龙头等供水

设施完备；有条件时可配备速干手消毒剂或感应式手消毒设备。

7.加强通风换气。尽量采用自然通风加强室内空气流通。如

使用中央空调，应落实清洗、消毒等空调通风系统使用指引。

8.坚持做好景区垃圾分类，景区内垃圾箱应及时清理和消毒，

保持区内环境整洁，增设废弃口罩回收专用箱（桶）。

9.景区内的餐饮、住宿应严格落实防疫部门关于社会餐饮、

酒店住宿的相关要求。

10.旅游景点内的商店和小卖部等小型零售场所需做好清洁

消毒、通风换气，鼓励采取扫码支付等非接触方式付款。

11.加强景区内动物的防疫工作。以观赏动物为主，禁止游客

喂养、合影等接触动物行为，确保游客无近距离接近甚至接触动

物机会。

12.对景区设施设备进行全面安全检查和隐患排查，对涉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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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水等区域要加强安全警示。

（三）工作人员管理防控。

1.加强员工健康监测，按照属地要求做好员工健康管理，掌

握员工出行轨迹等情况，建立员工健康登记档案。

2.员工每日上岗前须进行体温检测，实行“一进一测一登记”

制度。若出现发热、咳嗽、乏力综合症状，按照市疫情防控指引

处置。

3.强化疫情防控培训。组织对员工开展传染病预防知识、突

发事件应急处置等事项的培训，确保员工上岗前具备必须的防控

和处置知识与能力。

4.严格上岗工作规范，严格落实“戴口罩、勤洗手、保距离”

要求，注意个人卫生，做好个人防护。

（四）对外服务管理防控。

1.实行游客入园必检，检查“穗康码”，测量体温并登记联系

方式。开放式景区根据防疫要求设立卡口，做好游客管控措施。

2.景区讲解员讲解与客人保持 1.5米以上距离，鼓励采用无线

导游讲解系统或游客手机自助讲解 APP进行讲解。

3.引导游客有序参观游览，避免排队、集聚、大声喧哗，确

保游客保持一定间距。

五、应急处置要求

（一）建立应急处置机制。旅游景区应与属地疫情防控部门

建立沟通协调机制，掌握疫情情况报送渠道和报送流程，并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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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员工知晓，发现疫情应按照工作流程及时处置报告。

（二）掌握应急处置方法。发现入园游客出现疑似疫情，应

避免继续接触他人，做好现场管控，引导到临时医学观察点，按

照应急预案启动应急处置工作并及时报告。

（三）如出现员工或游客核酸复查阳性病例，应积极配合疫

情防控部门查明可能感染源，依法依规采取限制性防控措施，在

卫生健康部门指导下开展防控工作，做好舆情管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