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赣州市文物安全责任制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压实文物安全责任，确保文物安全，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江西省文物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结合我市

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及有关职能部门，各

文物、博物馆单位以及其他文物安全相关单位履行文物安全

责任和义务，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文物安全管理工作实行文物

安全责任制。按照“分级负责、属地管理”，“谁管理、谁

使用、谁负责”的原则，逐级建立文物安全责任制，签订文

物安全目标责任书。

第四条 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责任主体：市、县（市、

区）级政府、乡镇及其相关部门、文物保护单位的所有者、

管理者、使用者，应当依法承担相关文物保护责任的社会组

织等。

第五条 监察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对

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履行文物安全管理职责实施监督监察。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重视文物安全，定期研究本

行政区域重大文物安全事项，并将文物安全纳入同级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国土空间规划，纳入综合治理网格



化管理、防灾减灾和应急管理体系。

第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文物安全宣传教育，增

强全民文物安全意识，应将文物安全保护工作纳入政府目标

管理，作为政府年度考核内容，并对文物安全工作突出的单

位和个人给予精神奖励。

第二章 安全责任

第八条 文物行政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文物安全保护

工作实施监督管理。

第九条 公安、市场监管、海关、城乡建设、自然资源、

宗教、生态环境、发展改革、文旅等部门，要按照相关法律

法规及本规定履行文物保护职责。

第十条 市、县（市、区）级政府应当将文物保护事业

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所需经费列入年度财政预算，

并根据文物抢救、修缮、征集、收购、陈列展览和安全设施

建设等特殊需要核拨专项经费。

第十一条 本办法所称重大文物安全事故是指：

（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级风险单位的文保单

位，发生被盗、火灾、损毁、倒塌等安全责任事故的；

（二）省、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发生被盗、大范围破坏、

重大火灾、大面积损毁及倒塌等安全责任事故，后果严重的；

（三）文物收藏单位、文物考古工地，发生 1 件（含）

以上一级珍贵文物、2 件（含）以上二级珍贵文物、5 件（含）

以上三级珍贵文物被调换、被盗、损毁、流失等安全责任事



故的；

（四）未经相关文物行政部门批准，实施考古调查、勘

探、发掘，致使科学价值较高的古墓葬、古遗址等遭受重大

破坏（含历史风貌）的；

（五）法院、检察院以及文物、公安、海关、市场监管

等行政部门，对依法没收、扣押、追缴的文物未依法登记造

册妥善保管，致使发生涉案珍贵文物损毁流失、后果严重的；

（六）政府相关部门因工作监管不力，致使省级以上不

可移动文物保护单位、古墓葬、古遗址、地下文物本体及历

史风貌遭受破坏、后果严重的；

（七）其它原因造成重要文物保护单位、珍贵文物严重

损毁、流失的。

第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要为文物安全工作提供保障，

履行文物安全属地管理主体责任；文物、公安、生态环境、

市场监管、自然资源等相关部门要按照各自的职责分工落实

监管责任；文物和博物馆单位对本单位文物安全负全面责任，

其法定代表人或者文物所有人、使用人是文物安全的直接责

任人，县（市、区）级政府对无专门管理机构、无看护人员、

无使用人的不可移动文物承担安全责任。

第十三条 县（市、区）级政府应履行以下督导职责：

（一）指导各乡镇、文物事业单位等协同做好文物保护

单位、古遗址、古墓葬日常管理及被损毁后的抢救性保护工

作；

（二）组织各乡镇、公安、消防、文物等部门，加强对



文物保护单位内部及周边治安、消防安全隐患的集中整治工

作；

（三）督导各乡镇、文物行政部门、文物收藏单位严格

落实文物安全责任制，落实安防、防雷、消防等安全管理制

度；

（四）加强文物保护机构、编制及经费保障工作，督导

各乡镇落实群众性文物保护组织及业余文物守护志愿者的

培训管理工作。

第十四条 县（市、区）级以上政府要及时公布文物保

护单位的保护范围、设立保护标志、完善记录档案，履行属

地管理职责。

第十五条 县（市、区）级政府及乡镇要严格落实文物

安全责任制，建立县、乡、村、保护员四级文物安全保护网

络。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和重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应设立

专门的文物保护机构，指派机构或专人负责看管。

第十六条 文物收藏单位和文物保护单位文物安全应

坚持“安全自查、隐患自除、责任自负”的原则，其管理使

用者履行下列文物安全责任：

（一）明确文物安全责任人和文物安全管理人。国有文

物、博物馆单位法定代表人为该单位文物安全责任人，非国

有文物、博物馆单位法人代表或所有人为该单位文物安全责

任人。文物安全管理人由文物安全责任人指定，未指定的由

该单位文物安全责任人兼任。

文物安全责任人对本单位文物安全负责，文物安全管理



人组织落实本单位文物安全管理工作。

（二）文物收藏单位和文物保护单位实行岗位责任制。

文物安全责任人根据本单位岗位、人员具体情况制定工作制

度，明确岗位安全责任并予以公示，确保责任到人、责任到

岗。同时自觉接受有关部门监督管理。

安防、消防控制室执行双人双岗 24 小时值班制度，值

班人员须持相关部门颁发的资格证书上岗。

（三）实施风险点和危险源常态化管控，落实安全防范

措施，开展文物安全日常检查，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四）编制本单位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组织文物安全教

育培训，定期开展应急演练。同时建立与公安、消防联勤联

动机制，预防各类安全事故和案件的发生。

（五）按有关规范标准配备安全防范设施或器材，选配

电气设备，敷设电气线路，积极应用电气火灾监测和消防物

联网等技防、物防措施。同时按照有关规范要求对文物安全

防护设施进行检测检修和维修保养，确保设施安全有效运行。

（六）文物管理使用单位在开发利用文保单位时，应当

与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签订《文

物保护单位保护使用责任书》，负责做好文物的保养、修缮

与安全防范等工作，不得有损毁、改建、添建、拆除、彩绘

等改变文物结构和原状的行为，并接受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的指导和监督。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文物安全工作职责。

第十七条 各级文物行政部门要落实文物安全检查、报



告制度。市级文物行政部门对辖区内文物保护单位实施文物

安全检查每年应不少于 1 次。其中，国保、省保等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为必查项目。县（市、区）级文物行政部门、乡镇

主管文物人员，对辖区内文物安全检查每月应不少于 1 次，

并酌情加大检查力度、增加巡查次数。

第十八条 文物、公安、海关、市场监管等部门要建立

完善联动机制，加大对文物违法案件的联合执法力度，严厉

打击破坏、盗窃、盗掘、倒卖、走私等文物违法犯罪活动。

第十九条 法院、检察院以及公安、海关和市场监管部

门依法没收、扣押、追缴的文物，应当登记造册，妥善保管，

并自没收、扣押、追缴之日起 5 日内移交同级文物行政部门

指定的国有文物收藏单位暂存保管。结案后 30 日内，应当

依法无偿移交同级文物行政部门指定的国有文物收藏单位

收藏。属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的文物，应当无偿返还。

第二十条 本辖区内发生重大文物安全事故的，县（市、

区）级人民政府应当迅速组织相关部门成立事故调查组，事

故调查工作应当自事故发生之日起 60 日内完成，并向市政

府提交调查报告，遇特殊情况需延长调查时间，由调查组提

出意见报市政府批准。

第三章 责任追究

第二十一条 各级政府部门和文物保护单位的使用管理

单位，未按规定上报及处置重大文物安全事故，或者隐瞒、

谎报、拖延报告以及阻碍、干涉事故调查处理的，对负有责



任的工作人员和责任领导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二条 擅自进行考古调查、勘探、发掘，造成重

大文物安全事故的，对负有责任的工作人员和责任领导给予

行政处分。虽经批准但未按规定程序组织考古调查、勘探、

发掘，造成重大文物安全事故的，对负有责任的工作人员和

责任领导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三条 文物保护单位的使用管理单位、文物收藏

单位未按规定配备防火防盗设施、未制定应急预案、未采取

有效措施，致使发生重大文物安全事故的，对负有责任的工

作人员和责任领导给予行政处分。文物收藏单位法定代表人、

文物仓库管理员等离任时未按规定办理馆藏文物移交手续，

或者所移交的馆藏文物实物与档案不符的，对负有责任的工

作人员和责任领导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四条 县（市、区）级政府及乡镇依照有关法律

法规及本规定应当履行的文物保护职责而未履行，致使本行

政区域内发生重大文物安全事故的，对负有责任的工作人员

和责任领导给予行政问责。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第五款、第十八条、

第十九条规定，致使涉案文物被调换、损毁、流失，后果严

重的，对负有责任的工作人员和责任领导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六条 文物收藏单位技防设施不达标，其收藏的

珍贵文物拒不移交至文物行政部门指定的文物收藏单位代

管，造成重大文物安全事故的，对负有责任的工作人员和责

任领导给予行政问责。



第二十七条 其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未履行文物安全监

督管理职责，致使本辖区、本单位内发生重大文物安全事故

的，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对负有责任的工作人员和责任领导

给予行政处分或行政问责。

第四章 附 则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由市文广旅局（市文物局）负责解

释。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自 xxxx 年 xx 月 xx 日起施行，有

效期 x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