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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体文〔2021〕54号

新乡市体育局关于进一步

加强体育赛事活动监管和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

各县（市、区）体育部门，市体育总会办公室，局属各单位、机

关各科室：

近段时间以来，全国多个体育赛事活动发生安全事故，导致

人员伤亡，特别是甘肃省白银市黄河石林百公里越野赛公共安全

事件，导致 21 人遇难、8 人受伤，教训十分沉痛，引发社会广

泛关注。为认真贯彻落实全国体育系统加强赛事安全管理工作会

议精神，根据河南省体育局《关于进一步做好全省体育系统安全

生产工作的通知》要求，深刻吸取教训，举一反三，切实做好全

市体育系统安全管理工作，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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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提高站位，切实增强做好体育赛事活动监管和安全管理

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各地、各部门要深刻理解、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

生产特别是赛事安全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始终践行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进一步

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政治担当，切实把加强赛事活动监管和安全

管理工作作为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的实际行动和重要检验，强化底线思维，增强风险意识，充

分认识体育赛事活动安全形势的复杂性、严峻性，严格落实“管

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

的要求，立足防患于未然，健全工作制度，强化源头治理，将风

险化解在萌芽状态，维护好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维

护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二、强化措施，着力提升体育行业监管工作水平。

立足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

式推动形成落实监管责任的内生机制，深入开展赛事活动专项整

顿行动，不断提升体育赛事活动风险防范化解能力和体育行业监

管工作水平，全面提升全市体育行业治理效能。

(一)切实压紧压实监管责任。严格按照体育赛事活动“谁主

办、谁负责”、“谁审批、谁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和“党

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的具体要求，压实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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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体育赛事活动安全监管责任。各级体育行政部门要坚决承担起

所辖区域内的体育赛事活动监管责任，体育总会负责督促各单项

体育协会、俱乐部落实好对本项目赛事活动的监管责任，重点聚

焦安全责任、安全措施、情况通报、应急处置等关键环节，督促

赛事活动主体做好风险防控、安全防护等工作；各类体育赛事活

动主办方对赛事活动承担直接责任;承办方做好体育赛事活动各

项保障工作，负责体育赛事活动的安全;协办方确保其提供的场

地设施、产品或服务符合国家有关质量和安全标准;各类体育活

动的场地提供方或管理者应当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利用公园、旅

游区、森林、江河湖泊、空域、公共体育场馆等自然资源或公共

资源举办的体育赛事活动，场地提供方或管理者应当与赛事活动

主办方签订协议，约定安全责任，并协助承担应急救援等安全义

务，赛事活动举办前，组织方必须制定和上报赛事活动方案、赛

事应急处置预案和疫情防控方案等，做到责任到人、措施到位。

(二)强化体育赛事风险评估。将体育赛事纳入重大决策社会

稳定风险评估范围，把社会稳定、公共安全等方面的风险评估作

为决策的前置条件和必经程序，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

审批、谁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结合赛事实际和项目

特点，围绕天气、自然条件、交通、医疗保障、应急救援等内容

进行风险研判，认真分析工作中可能的风险点，充分考虑各类风

险因素叠加的影响，详细推演每一项举措可能引发的各种情况。

全面客观地开展评估，根据风险评估结果科学制定切合实际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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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方案和应对预案，确保每个关环节都要有清晰、明确、具体、

可操作的要求，确保决策合理可行，潜在风险可防可控，极端情

况具备防范化解能力。建立赛事安全审查机制，凡是地方政府主

办、承办、协办的大型群众性体育赛事活动，相关安全防范预案、

应急处置预案必须由政府职能部门进行审查，审查通不过的不能

办赛。

(三)积极推进创新监管方式。要积极创新体育赛事活动监管

和安全管理的方式方法，完善赛前赛中赛后监管链条，充分运用

大数据、云计算等高科技手段为赛事活动筹办和选手参赛提供全

面的指导和参考。加强监督检查，注重关口前移，及时发现，弥

补监管工作中的漏洞，筑牢监管堤坝。同时，加强体育赛事活动

安全教育，切实提升体育从业人员的安全风险意识和安全防范能

力。加强对户外项目特别是高风险项目参赛人员的安全教育，大

力普及参赛风险和应急处置知识，提升危急关头应变和自救能

力。

三、突出重点，切实做好近期重大赛事安全风险防范化解工

作。

当前，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形势持续稳定，体育赛事活动呈现

出频次密集、规模扩大、关注度高、辐射面广等特点，同时各种

安全风险也更加凸显。各地、各部门要时刻绷紧风险防范这根弦，

针对“七・一”、东京奥运会、陕西全运会、北京冬奥会、省运会

等重要时间节点和备战关键时期，突出重点，强化措施，全面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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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风险隐患，落实监管责任，保证赛事活动不出问题，以优异成

绩迎接建党 100周年。

(一)加强赛事活动安全备案管理。认真贯彻落实国家体育总

局办公室《关于暂停相关体育活动的通知》、《关于加强路跑赛事

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精神，暂停开展山地越野戈壁穿越、翼装

飞行、超长距离跑等管理责任不清、规则不完善、安全防护标准

不明确的新型高危体育赛事活动以及水上群众性项目。赛事活动

要严格落实“非必要不办赛”要求，围绕组织运营、服务保障、安

全管理、应急救援、疫情防控、地质条件、气象因素等内容，全

面开展风险评估。建立备案机制，体育行政部门要及时掌握各项

赛事活动的主办单位、举办时间、举办地点、人数规模等基本信

息。各体育赛事主办方至少在赛事活动举办前 1个月将基本信息

上报体育行政部门备案，同时开展赛事活动安全评估，完善安全

预案。体育行政部门要严格跟踪检查，建立“熔断机制”，不符合

要求的坚决叫停。符合条件，可以开展的赛事活动要坚决防止发

生安全事故，否则追究相应责任。

(二)加强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拿道德的金牌、风格的金牌、干净的金牌”的指示精

神，全面落实《国家体育总局、公安部关于加强体育赛场行为规

范管理的若干意见》，将教育和防控措施再下沉，层层压实责任，

坚持“零容忍”态度，严肃查处违规，保持高压态势。同时，充分

运用新技术、新手段，关口前移，加强思想教育，强化组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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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纪律意识、规矩意识、规则意识，加大监督检查和情报信息

整合力度，坚持对赛风赛纪和兴奋剂违规问题“露头就打”、绝不

姑息，确保“零出现”，树立并维护风清气正、廉洁干净的竞赛环

境。

(三)持续抓好疫情防控。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省、市关于

疫情防控的各项决策部署和防控要求，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

理，将各项疫情防控措施抓紧、抓细、抓实。赛事活动举办方要

成立专门的疫情防控机构，建立健全赛事活动疫情防控指挥体系

和工作机制，协调属地卫生健康、公安、市场监督等部门参与，

按照“一赛事一方案”的原则，制定赛事防控工作方案和突发事件

处置预案，做到“五有一网格”(有疫情防控指南、有防控管理制

度和责任人、有适量防护物资储备、有医疗卫生力量指导支持、

有隔离场所和转运安排准备等措施，实施网格化管理)，坚决防

止各类体育赛事活动成为疫情传播扩散的渠道。对责任落实不到

位的、违反疫情防控相关规定的，将依法依规追究责任。

2021年 6月 17日

新乡市体育局办公室 2021年 6月 17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