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加快建设高品质旅游强市，提升全市旅游景区能级，更好

满足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美好生活需要，推进全市文旅产业高质量

发展，结合池州实际，制定本行动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践行文明健康、

绿色环保生活理念，通过打造“最干净、最文明、最暖心、最安

全”景区（以下简称：“四最”景区），提升景区精细化管理水平，

全面营造温馨舒适、整洁优美、文明和谐、安定有序的旅游环境。

（二）工作目标

以“四最”景区创建为抓手，努力推动全市 A 级旅游景区服

务品质更佳、服务环境更优、市场竞争力更强，将旅游景区打造

成友好型旅游目的地重要窗口。通过开展“十大行动”，落实 20

项重点任务，到 2024 年 6 月底前，“四最”景区覆盖率达到 60%

以上；到 2025 年 12 月底前，“四最”景区实现全市 A 级旅游景区

全覆盖。

（三）进度安排

1.建立体系、重点突破阶段（2023 年 10 月至 2024 年 6 月）。

建立工作机构和联络机制，推动工作落实，各涉及部门根据

行动方案组织开展本行业专项活动，实现“四最”景区占全市 A



级旅游景区覆盖面不低于 60%，推动国有景区优先全覆盖。

2.全面推进、总体提升阶段（2024 年 7 月至 2025 年 6 月）。

在前期工作基础上，形成常态化规范标准，全市 A 级旅游景

区基本达到“四最”景区标准，“四最”景区品牌形象初步建立，

旅游景区服务品质得到明显提升。

3.巩固成果、常态长效阶段（2025 年 7 月至 2025 年 12 月）。

实现全市所有 A 级旅游景区达到社会广泛认可的“四最”景

区目标，“四最”景区品牌形象深入人心，最终形成可操作、可复

制、可推广的“四最”景区池州标准和长效管理体系。

二、主要任务

（一）对标“席地而坐”，着力提升景区“整洁度”，打造“最

干净”景区

1.生态环境优化行动

（1）景区环境井然有序。加强景区环境卫生排查治理，重点

解决景区入口处、可视范围内乱堆乱放、乱搭乱建、乱刻乱画、

乱丢乱吐等问题。加强景区风貌维护，对景区自然景物、人文景

物定时检查，确保保存完好，无破败荒芜现象。

（2）景区水域清洁畅通。建立景区水域常态化清理机制，做

到定期疏浚，保持水流畅通、水面清洁，无随意倾倒、丢弃垃圾

和乱排污水现象。

（3）垃圾处理及时有效。依据《池州市旅游垃圾管理办法》，

出台景区垃圾管理办法，规范旅游垃圾设施配置、投放、清理和

处置。景区要建立旅游垃圾管理综合协调机制，坚持日常清理、

定期清理和特殊清理相结合，做到垃圾分类合理、清扫及时、日



产日清、集中处理，确保无满溢、无积尘、无异味。

2.公共服务设施提升行动

（4）道路交通有序通畅。着力构建综合立体的快进网和亦路

亦景慢游网、品质卓越的运游服务体系，景区道路进出便捷，交

通设施、接驳体系完善。游览（参观）路线布局合理，车辆停放

整齐有序。增设满足需求的停车场、充电桩等服务设施。

（5）旅游厕所管护良好。对照旅游厕所国家标准，加快景区

旅游厕所标准化建设，实现布局合理、管理有效，采光通风良好、

内部及周边环境整洁，无异味、无堵塞、无污垢，清洁维护及时。

（6）旅游标志规范醒目。景区全景图、导览图、标识牌、介

绍牌、温馨提示、安全提示等标识标牌，设置合理、清晰美观、

与环境相适宜。

（7）休憩设施满足需求。设置数量充足、材质优良、环境协

调的公共休憩设施和观景设施，做到可休憩、可观赏。

（二）对标“文明有礼”，着力提升景区“和谐度”，打造“最

文明”景区

3.放心服务推广行动

（8）餐饮服务安全卫生。景区餐饮场所食品卫生符合国家规

定，内外环境整洁舒适，服务人员着装规范。餐厨垃圾按规定存

放并及时清理，无油污积淀。餐具清洁、消毒及时，不使用不可

降解一次性塑料制品。

（9）住宿服务洁净舒适。景区住宿场所室内外环境整洁、空

气清新，客房布设合理，床面干净无污渍，客房用品消毒规范及

时，做到“一客一换一消毒”。



（10）导游服务省心贴心。导游员持证上岗，人数及语种能

满足游客需要，尊重游客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仪表端庄、亲和

有礼，讲解热情、服务规范，引导游客文明旅游、健康旅游。提

倡推出“导游+”个性化、定制化服务，满足游客多样化需求。

4.文明行为培育行动

（11）倡导文明健康旅游。借助公益广告、景观小品、宣传

画册、标语等多种形式，开展文明告知、文明提醒。倡导排队购

票、文明用语、文明用餐、文明如厕、文明拍摄。开展“文明餐

桌”“公筷公勺行动”“光盘行动”“节约用水”等文明活动，提倡

勤俭节约、生态环保。

5.市场秩序提升行动

（12）严厉打击扰乱市场秩序行为。开展常态化检查和拉网

式排查，坚决打击强制兜售套票、旅游商品、私揽导游业务等“黑

导”“野导”。景区旅游商品、餐饮住宿明码标价，不乱涨价、不

出现强制消费等现象。常态化开展佛教商业化治理，推动旅游业

健康发展。

（三）对标“宾至如归”，着力提升景区“温馨度”，打造“最

暖心”景区

6.暖心服务普惠行动

（13）打造“五心”服务窗口。实行贴心、热心、耐心、专

心、细心“五心服务”，景区窗口服务人员要熟悉景区情况、业务

知识、优待优惠政策，严禁怠慢、刁难游客，做到文明礼貌、态

度和蔼、主动热情、服务周到。

（14）增添更为暖心的服务与设施。景区为特定人群（老年



人、儿童、残疾人等）配备旅游工具、用品，提供照护服务。提

供停车、如厕、充电、无线网络、应急药物等便民服务。提升智

慧旅游管理系统，完善预约分流、实时监控、电子导览、电子讲

解、网上支付等服务功能。

（15）建立投诉快速响应处理机制。充分发挥 12345 政务便

民热线作用，进一步拓展和畅通涉旅投诉的受理、转办、移交渠

道，确保办结率、满意度 100%。建立景区投诉处置机制，公开投

诉服务电话，增设投诉办公室、意见箱、意见簿等，快速受理、

处置游客诉求。

7.志愿服务微笑行动

（16）景区建立志愿服务队伍。设置志愿服务站点，提供旅

游咨询、线路引导、文明宣传等服务，积极参加志愿者服务技能

大赛，打造志愿服务品牌。

8.文旅消费惠民行动

（17）推出一批消费惠民措施。落实落细针对特殊人群、无

偿献血、退役军人等各类门票减免政策。持续开展文旅惠民消费

季等活动，积极参与文旅消费券发放活动，主动参加开展安徽人

免费游池州、莘莘学子游池州等免费游活动，积极开展“送戏进

景区”“非遗进景区”等文化惠民活动。

（四）对标“安全有序”，着力提升景区“放心度”，打造“最

安全”景区

9.安全主体责任落实行动

（18）健全安全生产责任机制。建立健全景区安全生产领导

小组，实行安全生产“一岗双责”，配齐安全管理人员，落实全员



安全生产责任制要求。结合风险评估情况，定期修订完善编制单

位安全生产事故应急预案，每半年至少组织 1 次安全生产事故应

急预案演练。每季度至少组织开展 1 次全面安全检查，严格落实

“四单四制”，实现问题隐患闭环整改。强化安全宣传及培训，确

保安全管理万无一失。规范设置安全提示、警示标识和安全防护

设施。

10.行业安全常态化监管行动

（19）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常态化。景区主管部门依法依规对

景区开展常态化监督检查和明查暗访，每月开展 1 次隐患排查，

重要节假日、特殊天气，联合应急、消防等多部门开展隐患排查，

定期开展防灭火、地质灾害、危险地段、涉水活动等风险防范检

查，加强设施设备、特种设备日常监管。依规核定景区承载量，

合理控制景区流量。

（20）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常态化。加强安全生产培训教育，

定期对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进行安全培训，创新开展“安全生产

月”“安全生产池州行”“全国防灾减灾日”“消防安全月”、

安全宣传“五进”等主题活动，努力营造浓厚的安全氛围。开展

典型事故警示教育活动，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增强景区安全生产

自觉性和主动性。

三、工作机制

（一）建立“四最”景区责任制度

成立全市创建“四最”景区工作领导小组和办公室，进一步

明确行业主管部门、属地政府、创建主体等单位责任，形成监管

清单，并将工作开展情况纳入市政府目标管理绩效考核范围。



（二）建立齐抓共管部门联动机制

市县两级行业主管部门要发挥在“四最”景区品质提升方面

的积极作用，主动对接基层单位、街道（乡镇）、社区（村），形

成条块结合、部门联动、齐抓共管、共同缔造的景区管理工作体

系。

（三）建立指数测评与绩效监督机制

由领导小组办公室对照“四最”景区重点任务清单，负责牵

头考核工作。每年由各牵头部门及单位向领导小组申报“四最”

景区名单，由领导小组根据“四最”景区任务清单，每季度现场

考核测评一次，根据年度考核结果对获评“四最”景区的创建主

体给予表彰并在“大黄山”奖补资金中予以倾斜；对各职能部门

工作开展滞后明显或出现突出问题的，予以约谈。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领导,精心部署

各地要高度重视,充分认识打造“四最”景区的重要意义,按

照方案要求,统筹部署工作任务,切实增强工作的主动性、针对性

和创造性。

（二）强化考核,细化管理

市级开展年度“四最”景区评选，以创促建、以创促改。将

打造“四最”景区相关工作纳入全域旅游工作和考核当中,明确目

标任务,建立工作联络与信息报送机制。各地要结合实际,督促指

导辖区内景区推进工作开展,确保工作有人抓、措施有落实、整治

有成效。

（三）强化宣传,营造氛围



加大宣传力度,丰富宣传形式,拓宽宣传渠道,充分利用LED屏、

宣传栏、微信公众号等媒介,开展打造“四最”景区宣传,引导广

大游客积极参与,形成共建共享良好氛围。

附件：1.池州市创建“最干净、最文明、最暖心、最安全”

景区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2.池州市创建“最干净、最文明、最暖心、最安全”

景区任务清单（2023 年到 2025 年）

3.池州市创建“最干净、最文明、最暖心、最安全”

景区指标体系

4.池州市创建“最干净、最文明、最暖心、最安全”

景区实施范围



附件 1

一、领导小组组成人员

组 长：储晓焱 市政府副市长

副组长：童修德 市政府办公室二级调研员

陈学锋 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

成 员：杨洞庭 贵池区政府副区长

唐传华 东至县政府副县长

孙华婧 石台县政府副县长

吴蓓蓓 青阳县政府副县长

王师琴 九华山风景区管委会副主任

王双应 平天湖风景区管委会副主任

王 强 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文化和旅游局，负责牵头建立“最干

净、最文明、最暖心、最安全”景区工作和运行机制，组织召开

工作例会；牵头日常运行，及时掌握工作进展，提出季度工作清

单；定期对各 A 级景区开展督促检查，推动各项工作有效落实。

二、其他事项

领导小组成员因工作变动需要调整的，由所在单位按程序领

导小组办公室备案。不再另行发文通知。



附件 2

序

号

工作

举措
主要任务 工作内容 牵头单位 配合单位

完成

时间

一、对标“席地而坐”，着力提升景区“整洁度”，打造“最干净”景区

1

生态
环境
优化
行动

景区环境
井然有序

加强景区环境卫生排查治理，重点解决景区入口
处、可视范围内乱堆乱放、乱搭乱建、乱刻乱画、
乱丢乱吐等问题。加强景区风貌维护，对景区自
然景物、人文景物定时检查，确保保存完好，无
破败荒芜现象。

各县区政府、九
华山风景区管
委会、平天湖风
景区管委会

市文化和旅
游局

2023
年 12
月

景区水域
清洁畅通

建立景区水域常态化清理机制，做到定期疏浚，
保持水流畅通、水面清洁，无随意倾倒、丢弃垃
圾和乱排污水现象。

各县区政府、九
华山风景区管
委会、平天湖风
景区管委会

市文化和旅
游局、市水

利局

2024
年 6
月

垃圾处理
及时有效

依据《池州市旅游垃圾管理办法》，出台景区垃圾
管理办法，规范旅游垃圾设施配置、投放、清理
和处置。

市文化和旅
游局

2024
年 6
月



景区要建立旅游垃圾管理综合协调机制，坚持日
常清理、定期清理和特殊清理相结合，做到垃圾
分类合理、清扫及时、日产日清、集中处理，确
保无满溢、无积尘、无异味。

各县区政府、九
华山风景区管
委会、平天湖风
景区管委会

市文化和旅
游局、市城
市管理行政
执法局

2024
年 6
月

2

公共
服务
设施
提升
行动

（4）道路
交通有序
通畅

着力构建综合立体的快进网和亦路亦景慢游网、
品质卓越的运游服务体系，景区道路进出便捷，
交通设施、接驳体系完善。

各县区政府、九
华山风景区管
委会、平天湖风
景区管委会

市交通运输
局

2025
年 6
月

游览（参观）路线布局合理，车辆停放整齐有序。
增设满足需求的停车场、充电桩等服务设施。

各县区政府、九
华山风景区管
委会、平天湖风
景区管委会

市文化和旅
游局、市发
展改革委员
会、市经济
和信息化局

2025
年 6
月

（5）旅游
厕所管护
良好

对照旅游厕所国家标准，加快景区旅游厕所标准
化建设，实现布局合理、管理有效，采光通风良
好、内部及周边环境整洁，无异味、无堵塞、无
污垢，清洁维护及时。

各县区政府、九
华山风景区管
委会、平天湖风
景区管委会

市文化和旅
游局

2024
年 6
月

（6）旅游
标志规范
醒目

景区全景图、导览图、标识牌、介绍牌、温馨提
示、安全提示等标识标牌，设置合理、清晰美观、
与环境相适宜。

各县区政府、九
华山风景区管
委会、平天湖风
景区管委会

市文化和旅
游局

2024
年 6
月

（7）休憩
设施满足
需求

设置数量充足、材质优良、环境协调的公共休憩
设施和观景设施，做到可休憩、可观赏。

各县区政府、九
华山风景区管
委会、平天湖风
景区管委会

市文化和旅
游局

2024
年 6
月



二、对标“文明有礼”，着力提升景区“和谐度”，打造“最文明”景区

3

放心
服务
推广
行动

（8）餐饮
服务安全
卫生

景区餐饮场所食品卫生符合国家规定，内外环境
整洁舒适，服务人员着装规范。餐厨垃圾按规定
存放并及时清理，无油污积淀。餐具清洁、消毒

及时，不使用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制品。

各县区政府、九
华山风景区管
委会、平天湖风
景区管委会

市文化和旅
游局、市市
场监督管理

局

2023
年 12
月

（9）住宿
服务洁净
舒适

景区住宿场所室内外环境整洁、空气清新，客房
布设合理，床面干净无污渍，客房用品消毒规范

及时，做到“一客一换一消毒”。

各县区政府、九
华山风景区管
委会、平天湖风
景区管委会

市文化和旅
游局、市市
场监督管理

局

2023
年 12
月

（10）导游
服务省心
贴心

导游员持证上岗，数量和语言满足游客需要，尊
重游客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仪表端庄、亲和有
礼，讲解热情、服务规范，引导游客文明旅游、
健康旅游。提倡推出“导游+”个性化、定制化服

务，满足游客多样化需求。

市文化和旅游
局

各县区政
府、九华山
风景区管委
会、平天湖
风景区管委

会

2023
年 12
月



4

文明
行为
培育
行动

（11）倡导
文明健康
旅游

借助公益广告、景观小品、宣传画册、标语等多
种形式，开展文明告知、文明提醒。倡导排队购
票、文明用语、文明用餐、文明如厕、文明拍摄。
开展“文明餐桌”“公筷公勺行动”“光盘行动”
“节约用水”等文明活动，提倡勤俭节约、生态

环保。

各县区政府、九
华山风景区管
委会、平天湖风
景区管委会

市委宣传
部、市文化
和旅游局

2025
年 6
月

5

市场
秩序
提升
行动

（12）严厉
打击扰乱
市场秩序
行为

开展常态化检查和拉网式排查，坚决打击强制兜
售套票、旅游商品、私揽导游业务等“黑导”“野
导”。景区旅游商品、餐饮住宿明码标价，不乱涨
价、不出现强制消费等现象。常态化开展佛教商

业化治理，推动旅游业健康发展。

各县区政府、九
华山风景区管
委会、平天湖风
景区管委会

市文化和旅
游局、市公
安局、市市
场监督管理
局、市交通
运输局

2023
年 12
月



（三）对标“宾至如归”，着力提升景区“温馨度”，打造“最暖心”景区

序

号

工作

举措
主要任务 工作内容 牵头单位 责任单位

完成

时间

6

暖心
服务
普惠
行动

（13）打造
五心服务
窗口

实行贴心、热心、耐心、专心、细心“五心服务”，
景区窗口服务人员要熟悉景区情况、业务知识、
优待优惠政策，严禁怠慢、刁难游客，做到文明

礼貌、态度和蔼、主动热情、服务周到。

各县区政府、九
华山风景区管
委会、平天湖风
景区管委会

市文化和旅
游局

2023
年 12
月

（14）增添
更为暖心
的服务与
设施

景区为特定人群（老年人、儿童、残疾人等）配
备旅游工具、用品，提供照护服务。推动景区提
供停车、如厕、充电、无线网络、应急药物等免
费、便民服务。提升智慧旅游管理系统，完善预
约分流、实时监控、电子导览、电子讲解、网上

支付等服务功能。

各县区政府、九
华山风景区管
委会、平天湖风
景区管委会

市文化和旅
游局

2025
年 6
月

（15）建立
投诉快速
响应处理
机制

充分发挥 12345 政务便民热线作用，进一步拓展
和畅通涉旅投诉的受理、转办、移交渠道，确保
办结率、满意度 100%。建立景区投诉处置机制，
公开投诉服务电话，增设投诉办公室、意见箱、

意见簿等，快速受理、处置游客诉求。

各县区政府、九
华山风景区管
委会、平天湖风
景区管委会

市文化和旅
游局

2024
年 6
月



7

志愿
服务
微笑
行动

（16）景区
建立志愿
服务队伍

设置志愿服务站点，提供旅游咨询、线路引导、
文明宣传等服务，积极参加志愿者服务技能大赛，

打造志愿服务品牌。

各县区政府、九
华山风景区管
委会、平天湖风
景区管委会

市文化和旅
游局

2025
年 6
月

8

文旅
消费
惠民
行动

（17）推出
一批消费
惠民措施

落实落细针对特殊人群、无偿献血、退役军人等
各类门票减免政策。持续开展文旅惠民消费季等
活动，积极参与文旅消费券发放活动，主动参加
开展安徽人免费游池州、莘莘学子游池州等免费
游活动，积极开展“送戏进景区”“非遗进景区”

等文化惠民活动。

各县区政府、九
华山风景区管
委会、平天湖风
景区管委会

市文化和旅
游局

2023
年 12
月



（四）对标“安全有序”，着力提升景区“放心度”，打造“最安全”景区

序

号

工作

举措
主要任务 工作内容 牵头单位 责任单位

完成

时间

9

安全
主体
责任
落实
行动

（18）健全
安全生产
责任机制

建立健全景区安全生产领导小组，实行安全生产
“一岗双责”，配齐安全管理人员，落实全员安全
生产责任制要求。结合风险评估情况，定期修订
完善编制单位安全生产事故应急预案，每半年至
少组织 1 次安全生产事故应急预案演练。每季度
至少组织开展 1 次全面安全检查，严格落实“四
单四制”，实现问题隐患闭环整改。强化安全宣传
及培训，确保安全管理万无一失。规范设置安全

提示、警示标识和安全防护设施。

各县区政府、九
华山风景区管
委会、平天湖风
景区管委会

市文化和旅
游局、市应
急管理局、
市消防救援

支队

2024
年 6
月

10

行业
安全
常态
化监
管行
动

（19）事故
隐患排查
治理常态

化

景区主管部门依法依规对景区开展常态化监督检
查和明查暗访，每月开展 1次隐患排查，重要节
假日、特殊天气，联合应急、消防等多部门开展
隐患排查，定期开展防灭火、地质灾害、危险地
段、涉水活动等风险防范检查，加强设施设备、
特种设备日常监管。依规核定景区承载量，合理

控制景区流量。

各县区政府、九
华山风景区管
委会、平天湖风
景区管委会

市文化和旅
游局、市应
急管理局、
市消防救援

支队

2024
年 6
月



（20）安全
生产宣传
教育常态

化

加强安全生产培训教育，定期对安全生产管理人
员进行安全培训，创新开展“安全生产月”“安全
生产池州行”“全国防灾减灾日”“消防安全月”、
安全宣传“五进”等主题活动，努力营造浓厚的
安全氛围。开展典型事故警示教育活动，树牢安
全发展理念，增强景区安全生产自觉性和主动性。

各县区政府、九
华山风景区管
委会、平天湖风
景区管委会

市文化和旅
游局、市应
急管理局、
市消防救援

支队

2024
年 6
月



附件 3

序号 内容 评分标准 大项 分项 小项 检查方法与说明

（一）
“最干净”

景区
35

1
生态环境优

化行动
15

（1）
景区环境井

然有序

成立专人检查队伍或类似

机构，日常有景区环境卫

生、景区风貌维护巡逻得 1

分（该项 1分）；

景区入口处、可视范围内干

净整洁得 2分，每出现一处

乱堆乱放、乱搭乱建、乱刻

乱画、乱丢乱吐等问题扣

0.5 分，最多扣 2分（该项

总分 2分）；

景区自然景物、人文景物风

貌完好得 2分，每出现一处

破败荒芜、破损等问题扣

0.5 分，最多扣 2分（该项

总分 2分）。

5
文档、现场综合

检查。

（2）
景区水域清

洁畅通

建立景区水域常态化清理

机制（该项 1分）；

定期疏浚，保持水流畅通、

水面清洁得 4分，每出现一

处随意倾倒、丢弃垃圾和乱

排污水现象扣 0.5 分，最多

扣 4分（该项总分 4分）。

5
文档、现场综合

检查。

（3）
垃圾处理及

时有效

出台景区垃圾管理办法，规

范旅游垃圾设施配置、投

放、清理和处置得 2分（该

项 1分）；

景区建立旅游垃圾管理综

合协调机制得 1分（该项 1

分）；

垃圾日常清理、定期清理和

特殊清理相结合，做到分类

5
文档、现场综合

检查。



序号 内容 评分标准 大项 分项 小项 检查方法与说明

合理、清扫及时、日产日清、

集中处理，无满溢、无积尘、

无异味得 2分。发现一处不

达标扣 0.5 分，最多扣 2分

（该项 2分）。

2
公共服务设

施提升行动
20

（4）
道路交通有

序通畅

构建综合立体的快进网和

亦路亦景慢游网、品质卓越

的运游服务体系，景区道路

进出便捷，交通设施、接驳

体系完善最高得 3分。现场

检查发现落实情况不好则

酌情扣分（该项 3分）；

游览（参观）路线布局合理，

车辆停放整齐有序得 2分。

每出现一处停车场、充电桩

等服务设施不满足需求的

现象扣 0.5 分，最多扣 2分

（该项总分 2分）。

5 现场检查

（5）
旅游厕所管

护良好

景区旅游厕所标准化建设

布局合理、管理有效，采光

通风良好、内部及周边环境

整洁，无异味、无堵塞、无

污垢，清洁维护及时得 5

分，每出现一处不达标扣

0.5 分，最多扣 5分。

5 现场检查

（6）
旅游标志规

范醒目

景区全景图、导览图、标识

牌、介绍牌、温馨提示、安

全提示等标识标牌，设置合

理、清晰美观、与环境相适

宜得 5分；每出现一处不达

标扣 0.5 分，在厕所、出口、

停车场等关键位置未配备

对应标识的每出现一处扣1

分，最多扣 5分。

5 现场检查

（7）
休憩设施满

足需求

设置数量充足、材质优良、

环境协调的公共休憩设施

和观景设施，做到可休憩、

可观赏得 5分；每出现一处

5 现场检查



序号 内容 评分标准 大项 分项 小项 检查方法与说明

不达标扣 0.5 分，最多扣 5

分。

（二）
“最文明”

景区
25

3
放心服务推

广行动
15

（8）
餐饮服务安

全卫生

景区餐饮场所食品卫生符

合国家规定，内外环境整洁

舒适，服务人员着装规范。

餐厨垃圾按规定存放并及

时清理，无油污积淀。餐具

清洁、消毒及时，不使用不

可降解一次性塑料制品得5

分，每出现一处不达标扣

0.5 分，最多扣 5分。

如景区不提供餐饮服务，该

项得 3分。

5 现场检查

（9）
住宿服务洁

净舒适

景区住宿场所室内外环境

整洁、空气清新，客房布设

合理，床面干净无污渍，客

房用品消毒规范及时，做到

“一客一换一消毒”，每出

现一处不达标扣 0.5 分，最

多扣 5分。

如景区不提供住宿服务，该

项得 3分。

5 现场检查

（10）
导游服务省

心贴心

导游员持证上岗，数量和语

言满足游客需要，尊重游客

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仪表

端庄、亲和有礼，讲解热情、

服务规范，引导游客文明旅

游、健康旅游得 3分，每出

现一处不达标扣 0.5 分，最

多扣 3分（该项总分 3分）。

提倡推出“导游+”个性化、

定制化服务，满足游客多样

5 现场检查



序号 内容 评分标准 大项 分项 小项 检查方法与说明

化需求，每推出一类服务得

1分，最多得 2分（该项总

分 2分）。

4
文明行为培

育行动
5

（11）
倡导文明健

康旅游

借助公益广告、景观小品、

宣传画册、标语等多种形

式，开展文明告知、文明提

醒。倡导排队购票、文明用

语、文明用餐、文明如厕、

文明拍摄。每存在一种形式

得 0.5 分，最高得 2分（该

项总分 2分）。

开展“文明餐桌”“公筷公

勺行动”“光盘行动”“节

约用水”等文明活动，提倡

勤俭节约、生态环保。每开

展一次活动得 1分，最高得

3分（该项总分 3分）。

5
文档、现场综合

检查。

5
市场秩序提

升行动
5

（12）

严厉打击扰

乱市场秩序

行为

景区旅游商品、餐饮住宿明

码标价，不乱涨价、不出现

强制消费等现象。常态化开

展佛教商业化治理，推动旅

游业健康发展得 3分，每出

现一处不达标扣 0.5 分，最

多扣 3分（该项总分 3分）；

开展常态化检查和拉网式

排查，不存在强制兜售套

票、旅游商品、私揽导游业

务等“黑导”“野导”，得

2分，每出现一处不达标扣

1分，最多扣 2分（该项总

5 现场检查



序号 内容 评分标准 大项 分项 小项 检查方法与说明

分 2分）。

（三）
“最暖心”

景区
25

6
暖心服务普

惠行动
15

（13）
打造“五心”

服务窗口

实行贴心、热心、耐心、专

心、细心“五心服务”，公

共服务场所张贴服务规范

得 1分、公示服务电话得 1

分（该项总分 2分）；

景区窗口服务人员要熟悉

景区情况、业务知识、优待

优惠政策，严禁怠慢、刁难

游客，做到文明礼貌、态度

和蔼、主动热情、服务周到

得 3分，每收到一次关于服

务态度投诉扣 0.5 分，最多

扣 3分（该项总分 3分）。

5 现场检查。

（14）

增添更为暖

心的服务与

设施

景区为特定人群（老年人、

儿童、残疾人等）配备旅游

工具、用品，提供照护服务，

每为一类人群提供得 0.5

分，最多得 1.5 分（该项总

分 1.5 分）；

推动景区提供停车、如厕、

充电、无线网络、应急药物

等免费、便民服务，每提供

一项服务得 0.3 分，最高得

1.5 分（该项总分 1.5 分）。

提升智慧旅游管理系统，完

善预约分流、实时监控、电

子导览、电子讲解、网上支

付等服务功能，每实现一种

服务功能得 0.5 分，最高得

2分（该项总分 2分）。

5
文档、现场综合

检查。



序号 内容 评分标准 大项 分项 小项 检查方法与说明

（15）

建立投诉快

速响应处理

机制

12345政务便民热线确保办

结率、满意度 100%，得 2

分，每出现 1项不达标扣 1

分，最高扣 2分（该项总分

2分）；

建立景区投诉处置机制得1

分（该项总分 1分）；

公开投诉服务电话，增设投

诉办公室、意见箱、意见簿

等，快速受理、处置游客诉

求得 2分，每缺少一处扣

0.5 分，最多扣 2分（该项

总分 2分）。

5 文档检查。

7
志愿服务微

笑行动
5

（16）
景区建立志

愿服务队伍

设置志愿服务站点，提供旅

游咨询、线路引导、文明宣

传等服务得 2分（该项总分

2分）；

参加志愿者服务技能大赛

得 1分（该项总分 1分）；

打造志愿服务品牌并获得

良好成效得 2分，未打造不

得分，效果不明显酌情扣分

（该项总分 2分）。

5
文档、现场综合

检查。

8
文旅消费惠

民行动
5

（17）
推出一批消

费惠民措施

落实落细针对特殊人群、无

偿献血、退役军人等各类门

票减免政策，每针对一类人

群得0.5分，最多得2分（该

项总分 2分）；

持续开展文旅惠民消费季

等活动，积极参与文旅消费

券发放活动得 1分（该项总

分 1分）；

主动参加开展安徽人免费

游池州、莘莘学子游池州等

5
文档、现场综合

检查。



序号 内容 评分标准 大项 分项 小项 检查方法与说明

免费游活动，积极开展“送

戏进景区”“非遗进景区”

等文化惠民活动，每参加或

组织一次活动得 0.5 分，最

高得 2分（该项总分 2分）。

（四）
“最安全”

景区
15

9
安全主体责

任落实行动
5

（18）
健全安全生

产责任机制

建立健全景区安全生产领

导小组得 1分（该项总分 1

分）；

实行安全生产“一岗双责”，

配齐安全管理人员，落实全

员安全生产责任制要求。结

合风险评估情况，定期修订

完善编制单位安全生产事

故应急预案得 1分（该项总

分 1分）；

每半年至少组织 1次安全

生产事故应急预案演练。每

季度至少组织开展 1次全

面安全检查，严格落实“四

单四制”，得 2分，每有一

项不符合扣 1分，最多扣 2

分（该项总分 2分）；

规范设置安全提示、警示标

识和安全防护设施得 1分

（该项总分 1分）。

5
文档、现场综合

检查。

10

行业安全常

态化监管行

动

10

（19）

事故隐患排

查治理常态

化

每月接受 1次景区主管部

门隐患排查，重要节假日、

特殊天气，联合应急、消防

等多部门开展隐患排查，得

2分，每有一项不符合扣

5 文档检查。



序号 内容 评分标准 大项 分项 小项 检查方法与说明

0.5 分，最多扣 2分（该项

总分 2分）；

定期开展防灭火、地质灾

害、危险地段、涉水活动等

风险防范检查，加强设施设

备、特种设备日常监管，得

2分，检查次数不足、效果

不明显酌情扣分（该项总分

2分）；

依规核定景区承载量，合理

控制景区流量，得 1分（该

项总分 2分）。

（20）

安全生产宣

传教育常态

化

定期对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进行安全培训得 2分（该项

总分 2分）；

创新开展“安全生产月”“安

全生产池州行”“全国防灾

减灾日”“消防安全月”、

安全宣传“五进”等主题活

动，每参加或开展一次行动

得 0.5 分，最高得 2分（该

项总分 2分）；

开展典型事故警示教育活

动，每开展一次得 1分（该

项总分 1分）。

5 文档检查。

不予审核项

（1）
重大安全
事故

当年发生重大旅游安全生
产责任事故的。

文档、现场综合

检查。

（2）
重大市场秩
序问题

当年发生重大旅游投诉、旅
游负面舆情、旅游市场失信
等市场秩序问题的。

文档、现场综合

检查。

（3）
重大生态环
境破坏

当年发生重大生态环境破
坏事件的。

文档、现场综合

检查。



说 明

1．《池州市创建“最干净、最文明、最暖心、最安全”景区

指标体系》指标包含基本项目和不予审核项目。其中，基本项目

100 分。

2.4 类基本项目及分值安排为：“最干净”景区（35 分）、“最

文明”景区（25 分）、“最暖心”景区（25 分）、“最安全”景区（15

分）。

3.不予审核项包括：对当年发生重大安全事故、重大市场秩

序问题、重大生态环境破坏不达标的，不予审核。

4．达标条件：得分总分达到 85 分以上，且没有不予审核项，

方可参加当年的“四最”景区申报，对已获得该项荣誉的景区进

行后续每年度复核。



附件 4

一、国有景区（15 个）

（一）贵池区：九华秋浦胜境·大王洞景区、杏花村文化旅

游区、池州市博物馆、池州市烈士陵园

（二）东至县：历山景区、南溪古寨景区、东流古文化区

（三）石台县：牯牛降风景区、蓬莱仙洞旅游景区、石台县

仙寓山景区

（四）青阳县：九子岩景区、青阳县博物馆

（五）九华山：九华山风景区、大愿文化园景区

（六）平天湖：齐山—平天湖景区

二、民营景区（23 个）

（一）贵池区：九华天池景区、杏花村旅游区、贵池区秀山

门博物馆、益林农庄、石门高景区、霄坑大峡谷风景区

（二）东至县：九天仙寓景区、东至县黎痕红色旅游景区

（三）石台县：醉山野景区、秋浦河旅游景区、怪潭景区、

鱼龙洞景区、石台县西黄山景区、石台县屏风里慢谷景区

（四）青阳县：九华神龙谷景区、莲峰云海旅游景区、清源

山景区、情缘谷漂流、天下粮仓 1949 主题文化游览园、德懋堂、

齐春生态庄园、龙泉圣境景区、九华后海景区

注：该实施范围采用动态管理机制，范围根据当年新增或摘牌的 A 级景区自动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