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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特色节庆活动组织与管理导则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海南省特色节庆活动的相关术语和定义、特色节庆活动的组织与管理的基本原则，特

色节庆活动的组织与管理责任、活动筹备、活动组织、活动实施、应急管理、活动监督、活动评估等方

面的规范和质量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海南省辖区内举办的各种形式和规模的特色节庆活动，包括海南独有或外省少有的民

间节庆活动、海南建省后新策划、新创办的以旅游活动为主要内容的各类地方节庆活动、与其他省市的

习俗颇有不同的中国传统民间节庆活动等，适用于海南省所有特色节庆活动的管理机构对活动效果进行

监督、考核和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

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2894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GB/T 16767     游乐园（场）安全和服务质量

GB/T 16868     商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

GB/T 19001     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

GB/T 24001     环境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2005 年

《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2005 年

《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2007 年

《群众性文化体育活动治安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1999 年

《海南省旅游管理条例》，海南省人民政府，2004 年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定义和术语适用于本规范：

3.1

特色节庆活动

特色节庆活动是指在国家法定节日或民间传统节日期间，由官方机构、民间组织或者其他社会团体

组织的以庆祝某一特定节日为目的、具有浓厚地方特色的文化娱乐活动。本标准中是指在海南省辖区内

举办的海南独有或外省市少有的民间节庆活动、海南建省后新策划的以旅游活动为主要内容的定期、定

址、具有较大社会影响的各类地方节庆活动，以及与其他省区的习俗颇有不同的中国传统民间节庆活动。

3.2

主办单位

指活动或项目的发起者、决策者和组织者。

3.3

承办单位

指活动或项目的具体实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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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协办单位

指为活动或项目的实施提供赞助的单位、企业或其他社会团体。

3.5

赞助单位

    指为活动提供资金或物资支持的单位、企业或其他社会团体。

3.6

支持单位

指以资金、名义或物资等方式为活动提供支持的单位、企业或其他社会团体。

4 基本原则

4.1 安全原则。在活动的组织筹备以及实施的全过程中，严格遵守《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

《群众性文化体育活动治安管理办法》、《消防监督检查规定》等国务院和国家相关部门的管理规范。

4.2 规范原则。特色节庆活动的组织与管理须规范有序，其中涉及到旅游服务方面的内容，须符合《海

南省旅游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涉及到营业性演出活动，须按照《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营业性

演出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执行。

4.3 特色原则。活动内容能够体现海南地方特色。涉及到文化遗产内容的，须符合《世界文化遗产保

护管理办法》的要求及国家对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要求，做好保护和管理工作。

4.4 效益原则。特色节庆活动坚持以人为本，坚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两手抓。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

益发生冲突时，坚持以社会效益为主，诚信服务，树立良好形象。

5 活动组织

5.1 活动参与

5.1.1 参与特色节庆活动的形式包括：活动主办、活动协办、活动承办、活动赞助、活动支持等。

5.2 主办单位的资格与责任

5.2.1 省、市政府一般不作为各地各部门举行特色节庆活动的主办单位。确有需要的，省、市政府可

作为支持单位，或经省、市政府常务会议决定，可作为主办单位。

5.2.2 负责活动的前期论证和立项工作，按照程序办理报批手续。

5.2.3 对活动组织与实施进行统筹协调，督促落实相关工作。

5.2.4 活动结束后，以书面形式将活动情况向上级主管单位报告。

5.2.5 因主办单位的原因而对活动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主办单位须承担相关责任。

5.3 协办单位的资格与责任

5.3.1 根据活动实际需要，政府部门、社会团体、社会组织或企业均可以协办单位名义参与活动。

5.3.2 协助主办单位做好前期论证与组织工作。

5.3.3 协办单位有责任配合主办单位和监督部门的工作。

5.3.4 因协办单位的原因而对活动造成不利影响的，协办单位须承担相应的责任。

5.4 承办单位的资格与责任

5.4.1 根据活动实际需要，政府部门、社会团体、社会组织或企业均可以承办单位名义参与活动。

5.4.2 承办单位的资质须符合国家相关管理规定。参加活动的单位和团体须符合《文化部社会团体管

理暂行办法》中规定的资质要求；文艺表演团体、演出经纪机构、演出场地经营单位和个人演员，须符

合《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和《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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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 承办单位须按照相关规定办理承办手续。

5.4.4 配合主办单位和监督部门的工作。

5.4.5 不得将活动转让他人承办。

5.4.6 因承办单位的原因而对活动造成不利影响的，承办单位须承担相应的责任。

5.5 赞助单位的资格与责任

5.5.1 各社会团体、社会组织或企业均可以赞助单位的名义参与活动。

5.5.2 按照协议要求，为活动提供资金或物资，并享受相应回报。

5.5.3 配合主办单位、协办单位和监督部门的工作。

5.5.4 因赞助单位的原因而对活动造成不利影响的，赞助单位须承担相应的责任。

5.6 支持单位的资格与责任

5.6.1 政府部门、社会团体、社会组织或企业均可以支持单位的名义参与活动。

5.6.2 按照协议要求，为活动提供名义、资金或物资支持，并享受相应回报。

5.6.3 配合主办单位、协办单位和监督部门的工作。

5.6.4 因支持单位的原因而对活动造成不利影响的，支持单位须承担必要的责任。

6 活动筹备

6.1 筹备内容

6.1.1 特色节庆活动的筹备内容包括：项目论证、方案设计、活动立项、资金筹措、活动分工等。

6.1.2 新筹办的特色节庆活动，须进行前期项目论证与可行性分析，内容包括：活动意义、参加单位、

资金来源、市场预测等。

6.2 活动立项

6.2.1 举办特色节庆活动，须由活动发起单位提交书面申请，根据活动规模和级别，报同级政府部门

审批立项。

6.2.2 活动报批时须同时提交活动总体方案，主要内容包括：指导思想、活动主题、活动要素、组织

机构、活动内容、活动形式、活动宣传、经费预算等。

6.2.3 节庆名称使用权实行延续制，内容相同的特色节庆活动，一年不超过一届。但中断举办 2年以

上的，他人可申请该名称。

6.2.4 举办冠有“国际”、“中国”等字样的特色节庆活动，须报国家主管部门批准。冠以“海南”

等字样的各类特色节庆活动，必须报省主管部门批准。

6.2.5 凡是与特色节庆活动内容无关的活动或其他未经批准的活动，不得变相“挂靠”在经批准的特

色节庆活动中作为分活动或子项目名义安排。

6.3 活动执行方案

6.3.1 经批准的特色节庆活动，须在 10 个工作日内提交执行方案，主要内容包括：活动要素、组织机

构、活动内容、活动形式、活动进度、活动宣传、活动经费等。

6.3.2 活动要素包括活动时间、地点、参加单位和人员等。

6.3.3 活动的组织机构主要包括：主办单位、协办单位、承办单位、活动领导小组、组委会办公室等。

6.3.4 活动领导小组由政府和相关部门的分管领导组成。组委会办公室成员由参与活动的相关单位组

成，按照实际需要可在组委会下设立协调组、秘书组、接待组、宣传组、保障组、财务组等。

6.3.5 活动内容包括：活动名称、各分项目的活动时间、地点、活动流程以及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等。

6.3.6 活动形式包括：人车巡游式、歌舞娱乐式、体育活动式、民间传统式等。

6.3.7 活动进度包括：活动在不同阶段的推进速度、准备程度以及时间规定等。

6.3.8 活动宣传包括：宣传内容、宣传途径、宣传方式、宣传时间、责任单位等。

6.3.9 活动经费包括：活动所需的经费预算、经费来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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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0 所有特色节庆活动在提交执行方案时，均须同时提交安全方案和应急预案。没有安全方案和应

急预案的活动，或者方案和预案在论证中未通过的项目，不得组织实施。

6.4 合作协议

6.4.1 参与举办特色节庆活动的企业或其他社会团体和组织，须在活动申请得到批准以后、活动筹备

工作开始之前与相关单位签订合作协议。

6.4.2 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包括：合作单位、合作内容、合作时间和期限、各方权利与义务、违约责

任及赔偿办法等。

6.4.3 合作协议的签订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

6.5 活动推广

6.5.1 活动推广的主要形式包括：新闻宣传、广告宣传、产品宣传等。

6.5.2 活动的新闻宣传须符合国家和新闻主管部门的相关规定。

6.5.3 活动的网络宣传须遵守《互联网站从事登载新闻业务管理暂行规定》的相关规定。

6.5.4 活动的宣传广告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不得误导、欺骗公众。

6.5.5 活动推广过程中，不得出现利用行政手段拉赞助、搞摊派等行为。

6.5.6 活动推广过程中，不得出现用公款大操大办、重金邀请演艺明星捧场等做法。

6.5.7 未经主管部门批准的特色节庆活动，不得进行任何形式的宣传推广。

7 活动实施

7.1 实施内容

7.1.1 特色节庆活动的内容可包括：活动开幕式、主体活动、分活动、闭幕式等，每个部分均须制定

具体的活动方案。

7.1.2 活动开幕式和闭幕式方案要素包括：时间、地点、参加的贵宾和嘉宾、开幕式议程、新闻宣传

等。

7.1.3 活动主体活动和分活动须按照活动执行方案实施。

7.1.4 在活动实施过程中，组委会应根据实际情况召开工作协调会，各小组汇报工作进展情况、出现

的新问题，并提出协调和解决问题的对策建议。

7.2 活动变更

7.2.1 活动变更是指活动的时间、地点和内容改变。

7.2.2 经批准举办的特色节庆活动，须按照批准的活动方案实施，未经批准不得变更。

7.2.3 需要变更活动的日期和时间的，主办单位须提前五个工作日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告，并向做出行

政许可的相关部门提出变更申请。符合本导则规定的，相关部门应当及时办理变更手续。

7.2.4 需要变更活动地点和内容的，主办单位须提前十个工作日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告，并向做出行政

许可的相关部门提出变更申请。符合本导则规定的，相关部门应当及时办理变更手续。

8 活动管理

8.1 特色节庆活动的管理主要包括：场地管理、观众管理、员工管理、信息服务管理、票务管理、安

全管理、交通管理、卫生医疗管理、财务管理、档案管理等内容。

8.2 场地管理

8.2.1 特色节庆活动的场地须选择在交通便利、便于管理的地方。场地设施齐备，符合公安、交通、

卫生管理和消防部门的要求，观众容量须与场地大小相适应，设置座位的场地，单位面积容量不超过 2

人/平方米；不设座位的场地，单位面积容量不超过 4人/平方米。

8.2.2 活动组委会须安排专职人员负责维护场地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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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 根据观众流量及其构成状况，划定相应场地作为车位，并有专人管理。

8.2.4 活动开始前，须对场地的公共设施进行全面检查，对于存在安全隐患的场地和设施采取加固除

险措施。危险地段或不宜进入的地段和场所应设置中外文警示标志或禁止进入标志，警示标志明显，防

护设施齐备，有夜间照明，特殊地段必须设专人值守。

8.2.5 场地内的摊贩须统一管理，集中发放许可证，并在指定地点摆摊设点。出售的食品、饮料等，

须符合国家卫生食品的质量标准。

8.2.6 活动场地内主要设施须有明显的中外文标示，安全标志须符合 GB2894 的规范标准。

8.2.7 活动场地设在游乐场（园）中举行的，须符合 GB/T 16767 的质量要求。

8.3 观众管理

8.3.1 活动开始前，须对观众流量进行评估，并根据观众数量制定现场组织方案。

8.3.2 有专人负责观众组织，观众进出场线路规划合理，便于疏导。

8.3.3 参加特色节庆活动的观众须遵守下列规定：

8.3.3.1 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

8.3.3.2 遵守活动现场的管理制度。

8.3.3.3 自觉接受安全检查，服从管理。

8.3.3.4 不得影响特色节庆活动正常秩序、妨碍公共安全。

8.3.3.5 遵守社会公德。

8.4 员工管理

8.4.1 特色节庆活动的服务人员必须持证上岗。

8.4.2 特色节庆活动工作人员必须遵守以下规定：

8.4.2.1 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

8.4.2.2 衣着规范、整洁，仪表端庄大方，举止文明，礼貌热情，备有随身通讯对讲机。

8.4.2.3 熟悉现场工作流程，对观众提出的问题，能够迅速做出回答。

8.4.2.4 讲普通话，使用文明礼貌用语，必要时能够使用外语交流。

8.4.2.5 员工之间团结协作，彼此尊重。

8.5 信息服务管理

8.5.1 特色节庆活动须建立面向公众的信息服务平台，如通过广播、电视、电话、互联网、报纸等发

布相关活动信息，为公众答疑解惑。如有变动，应及时更新。

8.5.2 特色节庆活动的各项信息服务必须使用普通话，必要时须提供外语服务。

8.6 票务管理

特色节庆活动中涉及票务服务的，须遵守以下规定：

8.6.1 不得超过公安机关核准的安全容量印制、发放、出售票证。

8.6.2 根据实际需要设置足量的售票窗口，售票窗口须设在醒目位置，并有中外文标示。

8.6.3 在购票须知中明示收费项目及其价格。

8.6.4 根据安全需要采取票证防伪、现场验票等安全措施。

8.7 安全管理

8.7.1 特色节庆活动实行公安机关安全许可制度。举办活动必须遵守《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

的相关规定。

8.7.2 遵循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坚持承办者负责、政府监管的原则，承办单位的主要负责人

为活动的总安全责任人。

8.7.3 活动承办者必须制订安全工作方案和应急救援预案，并明确活动各环节的安全责任人。

8.7.4 活动举办期间，须落实各项安全措施，配备足够的工作人员维持现场秩序，必要时可以申请公

安机关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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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5 在人员相对聚集时，主办者须采取控制和疏散措施，确保参加活动的人数不超过场地的安全容

量。

8.7.6 特色节庆活动游乐项目必须有安全须知，并有相关维护人员以及安全事项的通告说明。

8.7.7 活动设施必须符合安全要求，涉及安全的特种设备操作、机动车辆驾驶、紧急救援等人员必须

取得相应岗位资格证书。

8.7.8 活动开幕前以及活动期间，必须对各种设施进行全面安全检查，及时发现和排除安全隐患。

8.7.9 活动场地须接受消防部门检查和监督，并实行消防监控一票否决制度。

8.7.10 在活动举办过程中发生公共安全事故、治安案件和其他突发性事件的，安全责任人必须立即启

动应急预案，同时上报主管部门，并根据事件类型及时报告公安机关、消防部门或医疗卫生部门等相应

职能机构。处理突发事件时，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

8.7.11 活动现场安全工作人员必须遵守以下规定：

8.7.11.1 掌握安全保卫工作方案和处置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全部内容。

8.7.11.2 能够熟练使用应急广播和指挥系统。

8.7.11.3 能够熟练使用消防器材，熟知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位置，理解本岗位应急救援措施。

8.7.11.4 掌握和运用其它安全工作措施。

8.8 交通管理

8.8.1 特色节庆活动须制定交通管理方案和交通应急预案，根据观众流量确定交通分流方案。

8.8.2 所有参加活动的车辆均须出具由活动组委会和交通管理部门共同颁发的车辆通行证。

8.8.3 活动场地周边交通设施齐全，必要时申请实施应急交通管制及车辆安全检查。

8.9 卫生与医疗服务

8.9.1 特色节庆活动须配备足够的环卫工作人员，保持场地和设施的清洁卫生。

8.9.2 活动场地内外须有足够数量的分类垃圾桶（箱），垃圾清理及时。

8.9.3 设有适合观众数量的临时公共厕所。公共厕所有专人服务，及时清洗，保持厕所内整洁、无异

味、无堵塞。

8.9.4 活动现场须提供基本的医疗救助服务。医疗救助人员必须遵守以下规定：

8.9.4.1 具有诊断一般突发病痛的医疗器械设备和救护车。

8.9.4.2 坚守岗位，为观众提供一般性突发病痛的诊治和救护。

8.9.4.3 活动现场发生意外伤害或其他事故时，医务人员须立即赶往事故现场，对伤病员进行救护。

8.9.4.4 密切注意公共卫生问题，特殊情况下须向主办单位申请终止活动。

8.10 财务管理

8.10.1 经批准的特色节庆活动，必须按照相关规定做好财务管理工作。

8.10.2 凡活动财务管理方面出现问题的单位，除了依法追究相关单位的领导责任以外，该单位将不得

参与以后举办的特色节庆活动。如果特色节庆活动确实需要该单位参加的，则该单位不得参与与活动相

关的财务管理。

8.11 文档管理

8.11.1 参加特色节庆活动的相关单位，须做好与活动相关的各种文献资料的保管工作，以备核查。

8.11.2 政府主管部门要建立信用管理档案，对各参与活动的单位进行信用管理。对社会投诉、举报案

件经调查属实的，记入档案，并作为以后合作资质的参考。

9 活动监督

9.1 主办单位须对外公布监督电话，所有活动项目均接受观众监督。

9.2 活动组委会须设立专门人员处理观众投诉事宜，能做出快速反应，并有详细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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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参加活动的各方须配合行政管理部门和行业管理部门的监督、检查。对发现的问题，特别是对未

履行安全规定或服务设施、设备不符合安全要求的问题，须限期整改，以确保观众人身和生命财产安全。

10 活动评估

根据本导则，结合各部门服务质量考评结果和游客评价意见及投诉情况，对节庆活动进行综合考核

评定（见表 1《特色节庆活动组织与管理质量评价表》）。根据考核评定的结果，按照考核评定管理办法

进行奖励和处罚。

表 1 特色节庆活动组织与管理质量评价表

填表时间：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序号 评价内容 很满意

10分

满意

8分

较满意

6分

一般

4分

较差

2分

差

0分

1 基本要求

2 活动推广

3 场地管理

4 观众管理

5 员工管理

6 信息服务管理

7 票务管理

8 安全管理

9 交通管理

10 卫生医疗管理

11 财务管理

12 文档管理

13 投诉处理服务

14 其他相关服务

总体评价

其他建议：

说明：1、本评价表既可由游客评价，也可由专家、公众或节庆活动承办方内部进行评价。

2、满分 140分，125分为优，110-125为良，85-110分为中，85分以下为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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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3.4　 不得影响特色节庆活动正常秩序、妨碍公共安全。
	8.3.3.5　 遵守社会公德。


	8.4　 员工管理
	8.4.1　 特色节庆活动的服务人员必须持证上岗。
	8.4.2　 特色节庆活动工作人员必须遵守以下规定：
	8.4.2.1　 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
	8.4.2.2　 衣着规范、整洁，仪表端庄大方，举止文明，礼貌热情，备有随身通讯对讲机。
	8.4.2.3　 熟悉现场工作流程，对观众提出的问题，能够迅速做出回答。
	8.4.2.4　 讲普通话，使用文明礼貌用语，必要时能够使用外语交流。
	8.4.2.5　 员工之间团结协作，彼此尊重。


	8.5　 信息服务管理
	8.5.1　 特色节庆活动须建立面向公众的信息服务平台，如通过广播、电视、电话、互联网、报纸等发布相关活动信息，为公众答疑解惑。如有变动，应及时更新。
	8.5.2　 特色节庆活动的各项信息服务必须使用普通话，必要时须提供外语服务。

	8.6　 票务管理
	8.6.1　 不得超过公安机关核准的安全容量印制、发放、出售票证。
	8.6.2　 根据实际需要设置足量的售票窗口，售票窗口须设在醒目位置，并有中外文标示。
	8.6.3　 在购票须知中明示收费项目及其价格。
	8.6.4　 根据安全需要采取票证防伪、现场验票等安全措施。

	8.7　 安全管理
	8.7.1　 特色节庆活动实行公安机关安全许可制度。举办活动必须遵守《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
	8.7.2　 遵循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坚持承办者负责、政府监管的原则，承办单位的主要负责人为活动的总安全责任人。
	8.7.3　 活动承办者必须制订安全工作方案和应急救援预案，并明确活动各环节的安全责任人。
	8.7.4　 活动举办期间，须落实各项安全措施，配备足够的工作人员维持现场秩序，必要时可以申请公安机关协助。
	8.7.5　 在人员相对聚集时，主办者须采取控制和疏散措施，确保参加活动的人数不超过场地的安全容量。
	8.7.6　 特色节庆活动游乐项目必须有安全须知，并有相关维护人员以及安全事项的通告说明。
	8.7.7　 活动设施必须符合安全要求，涉及安全的特种设备操作、机动车辆驾驶、紧急救援等人员必须取得相应岗位资格证书。
	8.7.8　 活动开幕前以及活动期间，必须对各种设施进行全面安全检查，及时发现和排除安全隐患。
	8.7.9　 活动场地须接受消防部门检查和监督，并实行消防监控一票否决制度。
	8.7.10　 在活动举办过程中发生公共安全事故、治安案件和其他突发性事件的，安全责任人必须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同时上报主管部门，并根据事件类型及时报告公安机关、消防部门或医疗卫生部门等相应职能机构。处理突发事件时，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
	8.7.11　 活动现场安全工作人员必须遵守以下规定：
	8.7.11.1　 掌握安全保卫工作方案和处置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全部内容。
	8.7.11.2　 能够熟练使用应急广播和指挥系统。
	8.7.11.3　 能够熟练使用消防器材，熟知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位置，理解本岗位应急救援措施。
	8.7.11.4　 掌握和运用其它安全工作措施。


	8.8　 交通管理
	8.8.1　 特色节庆活动须制定交通管理方案和交通应急预案，根据观众流量确定交通分流方案。
	8.8.2　 所有参加活动的车辆均须出具由活动组委会和交通管理部门共同颁发的车辆通行证。
	8.8.3　 活动场地周边交通设施齐全，必要时申请实施应急交通管制及车辆安全检查。

	8.9　 卫生与医疗服务
	8.9.1　 特色节庆活动须配备足够的环卫工作人员，保持场地和设施的清洁卫生。
	8.9.2　 活动场地内外须有足够数量的分类垃圾桶（箱），垃圾清理及时。
	8.9.3　 设有适合观众数量的临时公共厕所。公共厕所有专人服务，及时清洗，保持厕所内整洁、无异味、无堵塞。
	8.9.4　 活动现场须提供基本的医疗救助服务。医疗救助人员必须遵守以下规定：
	8.9.4.1　 具有诊断一般突发病痛的医疗器械设备和救护车。
	8.9.4.2　 坚守岗位，为观众提供一般性突发病痛的诊治和救护。
	8.9.4.3　 活动现场发生意外伤害或其他事故时，医务人员须立即赶往事故现场，对伤病员进行救护。
	8.9.4.4　 密切注意公共卫生问题，特殊情况下须向主办单位申请终止活动。


	8.10　 财务管理
	8.10.1　 经批准的特色节庆活动，必须按照相关规定做好财务管理工作。
	8.10.2　 凡活动财务管理方面出现问题的单位，除了依法追究相关单位的领导责任以外，该单位将不得参与以后举办的特色节庆活动。如果特色节庆活动确实需要该单位参加的，则该单位不得参与与活动相关的财务管理。

	8.11　 文档管理
	8.11.1　 参加特色节庆活动的相关单位，须做好与活动相关的各种文献资料的保管工作，以备核查。
	8.11.2　 政府主管部门要建立信用管理档案，对各参与活动的单位进行信用管理。对社会投诉、举报案件经调查属实的，记入档案，并作为以后合作资质的参考。


	9　 活动监督
	9.1　 主办单位须对外公布监督电话，所有活动项目均接受观众监督。
	9.2　 活动组委会须设立专门人员处理观众投诉事宜，能做出快速反应，并有详细记录。
	9.3　 参加活动的各方须配合行政管理部门和行业管理部门的监督、检查。对发现的问题，特别是对未履行安全规定或服务设施、设备不符合安全要求的问题，须限期整改，以确保观众人身和生命财产安全。

	10　 活动评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