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印发《营口市辽河老街旅游景区

管理办法》的通知
（2019 年 7 月 17 日营文旅广电办发〔2019〕55 号公布 自

2019 年 7 月 17 日起施行）

市文化旅游产业集团：

为了进一步加强辽河老街旅游景区的管理工作，在征求各

相关部门、县（市）区政府意见基础上，经市政府批准，现

将《营口市辽河老街旅游景区管理办法》予以印发，请遵照

执行。

二○一九年七月十七日

营口市辽河老街旅游景区管理办法

为了进一步加强辽河老街旅游景区的管理工作，在征求各

相关部门、县（市）区政府意见基础上，经市政府批准，特

发布《营口市辽河老街旅游景区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辽河老街旅游景区(下称“景区”)的管理，

保护景区的历史文化资源，维护景区的正常秩序，根据国家

和省、市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景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景区的范围是：平安路以西、德胜路

以东、辽河大街以北、滨河大街以南，所构成的区域（尚需

老街管理处详细描述）。

第三条 景区和在景区内从事开发、建设和经营、服务的

单位（个人）及在景区内的居住人员，必须遵守本办法。



第四条 营口文化旅游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市文旅

集团”）设立景区管理机构，负责景区的规划发展、开发建

设、经营管理和其他日常事务。

景区管理机构的主要职责包括：

(一)宣传并贯彻执行国家、省、市关于旅游景区管理和文

物古迹保护及相关法律法规、相关制度和本办法；

(二)组织编制并实施景区各项规划，并配合有关行政主管

部门对景区的土地利用和建设项目进行监督管理;制定并组

织实施景区各项管理制度；

(三)加强景区人文旅游资源保护，在有效保护人文旅游资

源的前提下依法合理利用;

(四)监督管理和保护景区的基础设施及其他公共服务设

施，改善景区内游览、服务设施和游览条件；

(五)在有关部门的指导下，负责景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环境整治和保护以及安全生产、绿化保洁、重大节假日综合

服务保障等方面的日常管理；

(六)依法监督和规范管理景区内旅游经营者和服务人员

的经营服务行为，保障旅游经营秩序和景区整体环境；督促

景区内旅游经营者接受有关部门依据法律、法规进行的监督

检查;景区内旅游经营者要依据《统计法》第一章第七条，

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提供统计调查所需的资料，不得

迟报、漏报。

(七)强化文明旅游、诚信旅游宣传，倡导开展文明诚信旅

游服务，向旅游者和旅游经营者提供综合信息咨询服务；

(八)组织收集整理和宣传景区传统文化，打造历史文化街

区，开展旅游宣传促销；

(九)承担市文旅集团交办的其他工作。

第五条 建立景区规划发展联席会议制度。受市政府委托，

由市文旅集团（或其上级部门）负责召集联席会议，市直有

关部门、西市区政府参加联席会议，协调解决景区规划发展、



开发建设、经营管理等有关问题。联席会议无法解决的，市

文旅集团（或其上级部门）可报请市政府协调解决。

第二章 功能、规划与建设、保护

第六条 景区功能定位为营口商埠文化旅游组团的核心区，

展示营口开埠历史和传统及民俗文化的商埠文化休闲旅游

区。

景区的建设和发展应当严格遵循功能定位，突出商埠历史

特色，依法保护原有历史建筑和人文景观，适度发展与功能

定位相契合的休闲娱乐旅游功能，实现景区古迹观览、文物

鉴赏、文化演艺、休闲娱乐、和市民居住等旅游功能的有序

协调发展，打造历史文化街区。

第七条 景区组织编制总体规划和各类专项规划时，应当

充分征求市规划、文化、旅游等有关部门和西市区政府的意

见。

编制景区规划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一)符合文物古迹和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

规章规定，符合营口市城市总体规划和文化、旅游发展规划，

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相协调；

(二)符合本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景区功能定位，实施保护优

先，景区内一切开发利用行为要突出营口商埠历史和传统文

化方面的内涵和特色，服从文物古迹、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和

景区功能定位要求；

(三)保障景区内各项旅游功能之间的和谐一致；

(四)协调处理好保护与建设、近期与远期、局部与整体的

关系。

第八条 景区规划是景区资源保护、开发利用、项目建设、

经营管理的依据。

景区规划经批准后必须严格执行。任何单位和个人在景区

内开展的开发、建设、利用和经营等相关活动，应当符合景



区规划，不得擅自突破。确需对景区规划内容进行调整或者

变更的，应当按原审批程序重新报批。

景区应当依据功能定位和规划，制定景区业态发展指导目

录。对符合功能定位和规划的业态要予以鼓励支持，对不利

于传统风貌保护或者不符合功能定位的业态要予以调整、禁

止或者限制规模。景区业态发展指导目录应当符合营口市及

西市区有关规定，并报市政府批准。

景区内各类招商和建设项目必须符合功能定位、规划和业

态发展指导目录。招商单位应当就拟引入的商户是否符合要

求事先征求景区的意见。对申请在景区内建设项目、注册登

记的企业，市行政审批部门应当按照景区业态发展指导目录

征求景区意见，严格履行审批手续。企业入驻后，建设项目

或经营内容发生变化，不再符合景区业态发展指导目录和景

区功能定位要求的，应当予以退出。

有关部门应当充分利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老建筑老字号

保护与发展等相关鼓励扶持政策，多渠道筹措资金，支持符

合景区规划和功能定位的业态入驻景区。

第九条 景区要维护和弘扬传统文化，依法保护景区内的

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等资源，严禁损毁或者擅自迁移、

拆除，保持其文化特色和历史风貌，维护景区人文资源的文

化代表性。

对景区内未核定为文物保护单位而又具有一定历史、科学

和艺术价值的历史建(构)筑物等不可移动文物，由市文化部

门依法认定后予以登记并公布目录，依法严格保护。

第十条 已经获得批准利用景区内现有房屋或设施进行经

营的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改变所用房屋或设施的格局、使

用性质和功能。确需改变的，由经营单位或个人向景区提出

申请，由景区审核同意后提请市文化等相关部门组织专业机

构或专家进行论证，通过论证方可办理相关手续。

第十一条 景区内旅游经营者有下列行为前，应先征求景

区意见，经景区同意后方可按规定办理相关审批手续:



(一)进行建(构)筑物临街面装饰装修;

(二)搭建临时演出舞台或者休闲露台；

(三)设置雕塑或塑像、景观灯光等设施，恢复或者新增石

刻、碑碣;

(四)占用、挖掘道路、植被、广场等设施;

(五)设置户外广告或者宣传牌(栏)、标语;

(六)砍伐、移植、修剪景区树木或改造、迁移、拆除景区

公共设施;

(七)其他涉及景区保护和日常管理的审批事项。

第十二条 经批准在景区内从事建设活动的单位和个人，

应当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好景区自然生态环境、不可移动文

物和其他资源，不得乱堆乱放，不得妨碍游客游览。施工结

束后，应当及时清理场地，恢复环境原貌。

第十三条 在景区周围建设控制地带（请老街管理机构商

文化部门给出具体标准）修建新的建（构）筑物，不得破坏

景区环境风貌。景区内的建设项目，在符合景区功能定位和

规划的基础上，其选址、布局、高度、体量、造型、风格、

色调等应当与景观和环境相协调。已有的不符合景区规划和

风格的建(构)筑物和其他设施，应当逐步予以整改、拆除或

者外迁。逾期未自行拆除的棚户、临时摊位或未停止经营行

为的商户，相关部门依法进行拆除和清理。

第三章 管理、经营和服务

第十四条 景区和景区内旅游经营者及其从业人员提供的

旅游服务项目不得有下列内容:

(一)损害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

(二)民族、种族、宗教、性别歧视;

(三)宣扬淫秽色情、封建迷信;

(四)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内容。



第十五条 景区和景区内旅游经营者及其从业人员享有下

列权利:

(一)依法自主经营;

(二)拒绝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收费、摊派和检查;

(三)拒绝旅游者提出的违反职业道德、侮辱人格尊严的要

求;

(四)商业秘密受到法律保护;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

第十六条 景区内旅游经营者有下列活动，须经景区审查

和备案，并依法办理有关审批手续。

(一)新增、更新或转让旅游经营项目;

(二)依托景区或相关建筑物，独立或合作拍摄电影、电视

片、婚纱摄影、自媒体拍摄;

(三)在景区内组织举办公益、商业表演或有关活动;

(四)扩展营业场所或服务网点，增加经营业种及改变经营

业态;

(五)与上述六项内容相似的其他活动。

第十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应遵循景区管理制度，维护

景区旅游秩序，自觉遵守以下规定:

(一)机动车、非机动车应当在停车场或者准许停放车辆的

区域规范停放，不得在禁止停放的区域停放;

(二)禁止在景区道路、建(构)筑物、树木及其他设施上涂

写、刻画，不得在景区内擅自张贴广告、墙报、标语和海报

等宣传品;

(三)禁止占用景区道路、广场及其他公共场所设摊经营、

堆放物料、拍卖或者兜售物品，未经申请或申请未被批准不

得在景区户外散发宣传品或进行其他宣传活动；

(四)禁止破坏景区标识、标牌、游步道及其他旅游基础设

施和游乐设施。

第十八条 旅游经营者及其从业人员在景区内从事旅游经

营活动，应遵守下列规定:



(一)诚实守信、文明服务、守法经营、公平竞争，承担社

会责任，为旅游者提供文明、诚信、健康、卫生、安全、方

便的旅游服务;

(二)与聘用人员签订劳动合同，依约支付劳动报酬，并按

国家规定提供社会保险待遇;

(三)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

(四)取得相关质量标准等级认证的，其设施和服务不得低

于相应标准;未取得质量标准等级的，不得使用相关质量等

级的称谓和标识;

(五)对在经营活动中知悉的旅游者个人信息，应当予以保

密;

(六)完善内部管理制度，落实主体责任，加强对从业人员

的法制教育、职业道德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不断改进和提

高服务质量;

(七)制作和保存完整的业务档案，按《统计法》和相关规

定，及时填报各类统计报表，向统计等相关部门和旅游行政

主管部门提供真实、准确、完整的统计资料，并保证不提供

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不迟报、瞒报或漏报统计资

料；

(八)应当按照政府物价管理部门的规定，对所出售的商品

和提供的服务实行明码标价，注明商品的品名、产地、规格、

等级、计价单位、价格或者服务收费的项目、收费标准等有

关情况。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出售商品，不得收取任何未标

明的费用；

（九）提升环境保护意识，在经营活动中保证单位周边环

境和卫生。

第十九条 景区及景区内旅游经营者应当加强对所聘员工

的培训和管理。国家规定应当取得资格证书的，应当取得相

应的资格证书后方可上岗。

景区内旅游经营者及其从业人员不得有下列侵害旅游者

合法权益的行为:



(一)不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或相关标准提供服务;

(二)为招徕、接待旅游者，发布不真实、不准确信息进行

虚假宣传;

(三)隐瞒真实情况，或与其他单位和个人恶意串通，哄抬

物价，欺行霸市，欺客宰客，提供质价不符的服务，要挟、

恐吓、欺骗、误导旅游者;

(四)出售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掺杂使假的商品;

(五)其他侵害旅游者合法权益的行为。

第二十条 景区应当对景区内旅游经营服务网点的设置进

行统一的规划布局，依照指导目录严格控制经营业户总量。

对过度开发的某些经营项目，应当采取措施逐步予以调整。

景区统一规定景区内酒吧、烧烤等项目的店外经营指定区

域和限制时间。严禁景区内酒吧、烧烤等项目在室外安排演

唱。禁止商户在经营活动中使用高音广播喇叭、音响或者采

用其他发出高噪声的方法招揽顾客。

第二十一条 拟在景区内举办大型活动的，有关部门在作

出审批决定前，应当征求景区的意见。活动期间的安全保卫

工作由主办方负责，景区配合并进行监督。

第二十二条 景区内旅游经营者将其部分经营项目（或者

场地）交由他人从事经营的，应当事先报景区管理机构备案，

在日常经营中加强约束和管理，并对实际经营者的经营行为

给旅游者造成的损害依法承担连带责任。

第二十三条 景区应建立旅游经营者及其从业人员信用惩

戒制度。对违反法律法规和景区管理相关规定，被景区多次

警告且拒不改正的旅游经营者及其从业人员，景区可联系有

关行政执法部门依法予以处理。

第二十四条 景区应当努力完善综合服务体系，建设与规

模、质量等级、接待能力相适应的游客中心、停车场、公共

厕所等设施，设置残疾人无障碍通道和第三卫生间，保持公

共厕所布局合理、洁具整洁、标识醒目。设置相应的景区导



览图、中英文导向、解说标识，配备相应数量的导游（解说）

员。

第二十五条 景区应当设立与景区规模、客流量相适应的

环境卫生工作人员队伍，建立环境卫生工作责任制和相关工

作制度、标准，确保景区的环境卫生。

第二十六条 景区应当建立并完善投诉（举报）受理机制，

受理游客、市民对破坏景区环境、文物古迹、景区设施及管

理秩序、经营行为的投诉和举报，并协调有关部门处理。有

关部门接到景区移送的投诉（举报）案件后，应当及时依法

处理，并将处理情况向景区反馈。

第二十七条 景区应当按照全市统一部署持续强化智慧旅

游管理和服务工作，在景区逐步推广使用智慧旅游导览系统、

导游身份识别准入系统、旅游安全监视警示和应急处理系统

等。

第二十八条 有关部门应当加大对景区技防建设的投入，

支持景区改进监管手段，提高监管水平。

第二十九条 旅游者在景区进行游览活动时，应当遵守有

关法律、法规规定，遵循社会公德，保护景区文物保护单位、

历史建筑和环境、设施。

第四章 安全管理与应急处置

第三十条 景区应当根据旅游安全及相关要求，确定最大

客流承载量并向社会公布。

第三十一条 景区及景区内旅游经营单位应当严格执行安

全生产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配备

必要的安全设施设备，具备符合要求的安全生产条件；要建

立安全生产责任制，配备与安全生产管理工作标准和要求相

适应的专(兼)职人员，制定各类安全管理制度和旅游者安全

保护制度及应急预案并组织演练。



景区及旅游经营单位安全生产工作及设施设备的管理、操

作人员必须经过培训后持证上岗；应当对相关设施设备进行

经常性维护、保养，并定期检测，维护、保养和检测应当作

好记录，并履行签字程序；重要设施设备的检测应当委托具

有相应资质的机构进行，并将检测报告报所在地负有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备案。

景区及旅游经营单位新建、改建、扩建工程项目的安全设

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

使用。安全设施投资应当纳入建设项目概算。

第三十二条 景区内游乐设施和项目应当符合国家有关安

全标准。景区内用于观光游览的车辆等应当依法取得相关行

政主管部门颁发的相应证书后方可营运。上述项目在每日投

入运营前应当例行安全检查并确保处于正常状态。从事上述

服务项目的操作或管理人员必须经过培训后持证上岗，并接

受有关部门依法依规组织的在岗培训。

第三十三条 景区内冰雪、游乐、观光车等隐含危险性的

旅游项目或场所，应当划定区域，设立明显标志，采取安全

防护措施，配备与接待规模相适应的安全救援专兼职队伍。

对旅游活动中可能危及旅游者人身、财产安全的情况，景

区及旅游经营者应当就以下事项向旅游者做出说明或者明

确警示：

（一）正确使用相关设施、设备的方法；

（二）必要的安全防范和应急措施；

（三）未向旅游者开放的经营、服务场所和设施、设备；

（四）不适宜参加相关活动的群体；

（五）可能危及旅游者人身、财产安全的其他情形。

第三十四条 景区内建(构)筑物的外墙、屋顶、平台、阳

台等处不得设置、堆放、吊挂构成消防隐患的物品。

建立景区旅游经营单位消防安全情况公示制度，对存在严

重消防隐患的经营场所及其负责人在景区明显位置进行公

示并限时整改。



第三十五条 景区应履行景区开办者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依法审查入场食品经营者额许可证，定期对其经营环境和条

件进行检查，发现其有违反《食品安全法》规定行为的，应

当及时制止并立即报告市场监管部门。

第三十六条 景区实行负责人平日例行值班和节假日在岗

值班制度,就搞好旺季旅游特别是假日旅游制定工作方案，

完善应对措施。设置医疗室，配备专兼职的紧急救护人员和

紧急救护设施，对景区内直接为旅游者提供服务的从业人员

开展经常性应急救助技能培训。

第三十七条 制定应急预案，对旅游高峰期应急疏导、旅

游安全突发事件或安全事故应急处理作出规定并组织演练。

当景区内游客人数达到最大承载量，超出景区的实际接待

能力，或者景区内发生严重影响旅游秩序的突发性事件时，

按照预案规定启动景区应急疏导机制。其基本程序是：

(一)根据事件性质迅速向公安、消防、交通、市场监管或

卫生等相关部门进行精准汇报，取得有关部门的快速反应和

支持；

(二)对景区各个出入口采取隔离措施，控制进入景区的游

客人数规模；紧急时刻关闭景区，划定景区人群临时疏散通

道，组织游客迅速撤离景区，并保证景区秩序稳定；

(三)预留紧急通道，对车辆出入和停放采取临时管制性措

施，保持进出景区道路畅通；

(四)限制景区内特别是街路上的经营活动，保证紧急救援

车辆和人员进入；

(五)其他为维护景区内的秩序所必需采取的措施。

应急疏导工作结束后，应当及时解除应急措施。

景区出现可能危及旅游者人身、财物安全的情形时，立即

采取应急措施。突发事件或者旅游安全事故发生后，立即采

取必要的救助和处置措施，按照事故报告制度要求和规定程

序及时履行报告义务，并对旅游者作出妥善安排。



第五章 监督管理与行政问责

第三十八条 市规划、建设、公安、消防、文化、旅游、

市场监管、安监等有关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对景区规划

建设、公共秩序、经营管理和旅游安全履行监督规范职责。

第三十九条 各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双随机、一

公开”的要求，依法开展对景区及旅游经营单位的监督规范

和行政执法工作。

第四十条 景区应当建立日常巡查和监管工作机制，及时

发现违法行为并进行劝阻纠正；需由有关行政执法部门调查

处理的，应当及时告知有关行政执法部门依法处理。确有必

要时，市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就景区日常管理的突出问题

组织有关行政执法部门联合执法，有关行政执法部门应当予

以支持配合。

第四十一条 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对景区实施监督管理的相

关责任人员应当履行而未履行行政职责、违法履行行政职责

或者不当履行行政职责，导致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景区

及旅游经营单位、旅游者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

或者造成不良影响的，按照《营口市行政问责办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进行行政问责。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按照其情形，遵照《旅游

法》《辽宁省旅游条例》和有关法律法规相关处罚条款予以

处理。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三条 本办法自 2019 年发布之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