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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市地方标准《龙舟竞渡文化体验服务指南》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 

根据《中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批准下达 2023年第二批中山市地方标

准制修订计划项目的通知》，由中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提出中山市地方标准

《龙舟竞渡文化体验服务指南》标准研制项目，中山市深中标准质量研究中

心、中山市龙舟协会、华南理工大学、中山市四喜文化创意有限公司、中山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石岐分局、中山市石岐区张溪北龙文化传媒中心、中山市

个体劳动者私营企业总会联合承担起草任务。 

二、项目背景 

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

整治”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提出：实施乡村文旅深

度融合工程、加强乡村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传承和创新发展。中山既拥有浓厚

的龙舟竞渡文化基因，也涌动着鲜活的龙舟体验参与热情，2023 年，粤港澳

大湾区（中山）龙舟邀请赛更是进一步扩大了中山赛龙舟的覆盖面和影响力。

“石岐赛龙舟”“黄圃赛龙舟”分别入选省市两级非遗项目名录，但随着老一

辈龙舟制作艺人和龙舟赛事组织者的日渐年迈，龙舟的制作、习俗仪式策划

等，面临着后继乏人的困境，急需加强保护与传承。 

以体育之名，让文化唱戏，促经济发展，助乡村振兴。2023 年 6 月，体

育总局、文化和旅游部等十二部委印发《关于推进体育助力乡村振兴工作的

指导意见》，提出“推动与传统体育相关的非遗工坊、非遗传承体验中心和非

遗旅游体验基地积极挖掘传统体育文化价值，将其融入到乡村体育、乡村旅



游的各个环节中”。龙舟竞渡文化体验服务指南制定，是以传统文化助力乡村

振兴的标准化探索，正与国家政策形成同频共振。 

通过《龙舟竞渡文化体验服务指南》标准的建立，着眼龙舟竞渡文化特

点、产业构成、服务要素、品牌建设等角度，提出体验服务举措与活动质量

指导，将助力龙舟竞渡体验相关文旅策划、文化创意企业提升传统文化服务

能力与质量，推动发展龙舟竞渡文化沉浸式体验业态，打造中山传统文化品

牌差异优势，赋能中山“文化兴城”。 

三、编制原则 

充分总结和探索全国各地龙舟文化体验服务建设经验做法，参考 GB/T 

42509—2023《质量管理 顾客体验管理指南》等标准的有关内容，突出中山

龙舟竞渡传统文化特色，结合相关配套产业实际，提出针对性的体验服务举

措。在制定工作中将遵循“发扬传统、面向市场、服务产业、不断完善”的原则，

标准的制修订完全与产业建设和文化推广相结合，统筹推进，力争做到适应

产业需求，能够被主管部门和开展龙舟竞渡文化体验服务的机构广泛认可和

使用。 

本标准将对中山市龙舟竞渡文化体验服务工作提供技术支撑，内容的制

定确保在实施过程中具备可操作性，能有效地指导服务的策划、运行、评价、

保持和改进，从而加强本土文化特色保护，促进中山市传统文化价值提升。 

四、编制依据 

（一）法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 

2、广东省标准化条例 

3、地方标准管理办法 



4、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 

5、广东省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办法 

6、关于加强全省农村集体聚餐食品安全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 

（二）主要引用的文件 

1、GB/T 30240.4  公共服务领域英文译写规范  第 4部分：文化娱乐 

2、GB 3165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餐饮服务通用卫生规范 

3、GB 37489.2  公共场所设计卫生规范  第 2部分：住宿场所 

4、GB/T 38393—2019  龙舟 

5、GB 55019  建筑与市政工程无障碍通用规范 

（三）参考文献 

[1] 中国龙舟协会. 中国龙舟竞赛规则与裁判法（2020年版）[M]. 北京：

人民体育出版社, 2021. 

[2] 国 务 院 . 大 型 群 众 性 活 动 安 全 管 理 条 例 [EB/OL]. 

(2007-09-14)[2024-02-02]. 

[3] 广东省人民政府. 广东省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办法[EB/OL]. 

(2019-12-05)[2024-02-02]. 

[4] 广东省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广东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广

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加强全省农村集体聚餐食品安全管理工作的

指导意见[EB/OL].(2017-08-29)[2024-02-02]. 

[5] 中 山 市非 物质 文 化 遗 产保护 中 心 . 石岐赛 龙 舟 [EB/OL]. 

(2010-07-21)[2024-02-02]. 

[6] 中 山 市非 物质 文 化 遗 产保护 中 心 . 黄圃赛 龙 舟 [EB/OL]. 

(2012-11-23)[2024-02-02]. 



五、编制过程 

2023 年 12 月～2024 年 2 月，标准起草阶段。项目立项下达后，成立标

准编制组，明确人员分工，开始标准的起草工作。标准起草前对中山市龙舟

竞渡文化体验服务机构进行调研交流，收集了龙舟竞赛规则与裁判法、体验

管理指南等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资料，形成工作组讨论稿，确定标准

制定原则、标准框架、标准基本内容。2024 年 2 月 2 日，组织召开了标准研

讨会，来自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市龙舟协会、市市场监管局石岐分局、鲁班

门下木艺工作室（龙舟产品制作工作室）、市石岐区张溪北龙文化传媒中心（中

山市龙舟协会张溪分会）等相关单位的领导、专家出席，共同探讨完善标准

内容。会上，深中标准研究中心工作人员介绍了地方标准《龙舟竞渡文化体

验服务指南》项目的基本情况、标准制定流程，并对标准草案进行了逐条解

读研讨。与会专家们结合龙舟竞渡文化传承和发展面临的新机遇、新挑战，

对标准整体结构及标准条款中术语定义、IP 打造、场景分类、人员培训、安

全事项等方面展开了热烈讨论，从标准的引领性、规范性和可操作性等方面

提出了宝贵意见，充实了标准内容，让标准制定更合理、更符合产业的发展。

会后，标准编制组结合与会专家的意见建议，对标准条款进行修改完善，形

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 

2024 年 3 月，标准征求意见稿编制阶段。通过行业主管部门门户网站向

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为期三十日。 

六、适用范围和主要条款说明 

（一）适用范围 

本文件适用于龙舟竞渡文化体验服务项目的策划、实施、管理与评价。 

（二）主要条款说明 



本文件规定了龙舟竞渡文化体验服务指南的术语和定义、总则、组织机

构、场所与器材、组织人员、体验策划、场馆体验运行、水域体验运行、安

全保障、环境保护、评价、保持和改进。主要条款说明如下： 

1、术语和定义。引用和规范了龙舟、龙舟竞渡、文化体验、体验教育、

体验指导者、体验要素、体验质量、龙舟拔河、龙舟点睛、采青、划手、舵

手、鼓手等术语的定义。 

2、总则。描述了体验链布局、体验原则、体验分类（场馆体验和水域体

验）、体验内容（感知型审美体验、认知型学习体验、参与型实践体验）等总

则内容。 

3、组织机构。给出了体验组织机构宜满足的情况。 

4、场所与器材。给出了场馆、水域两种类型场所的建设及器材用具配备

指南。 

5、组织人员。对人员结构、配备、资质、素养等四个方面给出指南建议。 

6、体验策划。根据策划环节，从体验设计、体验计划、制度建设等三方

面给出若干可行或前瞻性的策划准备举措。 

7、场馆体验运行。根据场馆体验内容所需，从讲解与示范、信息服务、

便民惠民服务等方面提出体验过程开展内容与服务质量。 

8、水域体验运行。根据龙舟竞渡水域体验特点，从理论讲解、岸上练习、

水上体验等环节提出体验过程开展内容与服务质量。 

9、安全保障。根据龙舟竞渡文化体验活动特点，提出宜采取的安全保障

措施。 

10、环境保护。给出了宜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 

11、评价、保持和改进。给出了质量评价（评价内容、评价方式）、服务



保持、持续改进的举措。 

12、附录。为保护和传承中山龙舟竞渡非遗习俗文化，通过资料性附录

给出“石岐赛龙舟”“黄圃赛龙舟”仪式内容。 

七、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序及水平说明 

查无相关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因而本标准制定过程未启用采标程

序。 

八、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无冲突之处。 

九、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 

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未出现重大意见分歧。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标准发布后，将印发文本及其它技术服务资料，向行业协会、重点企

业、合作社、个体户进行宣传和推广，通过媒体宣传、召开现场会、组织培

训等方式，提高本标准的实施和宣传力度。加强标准宣贯与培训，为龙舟竞

渡文化体验服务建设提供指导；加强交流沟通，收集和记录在标准实施过程

中存在的问题，后续可根据实际应用情况对标准进行修订。 

十一、其他情况的说明 

本标准需根据实际情况修订和更新，以适应技术和服务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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