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南省人民政府文件

云政发 〔２０１８〕３５号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云南省加强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地

保护管理若干规定的通知

大理州、丽江市、怒江州、迪庆州人民政府,省直有关部门:
现将 «云南省加强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地保护管理若干规

定»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云南省人民政府

２０１８年７月１７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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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加强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地

保护管理若干规定

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

境保护管理各项决策部署,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共抓大保

护、不搞大开发”的生态保护要求,加快推进三江并流世界自然

遗产地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争当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根据

国家和我省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要求和有关法律法

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的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地 (以下简称

三江并流遗产地),是指已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经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审议通过的２０１０年边界细化后的特定区域,

包括高黎贡山、白马—梅里雪山、老窝山、云岭、老君山、哈巴

雪山、千湖山、红山８个片区.

第三条　三江并流遗产地所在州、市、县、区人民政府是生

态环境保护管理的责任主体,由有关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负责

生态环境保护管理工作,承担行政区域内本部门生态环境保护管

理工作主要责任,负责组织实施三江并流遗产地保护区的勘测定

界、设立界桩和公示牌等保护管理工作.

第四条　省世界自然遗产管理机构对三江并流遗产地保护管

理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三江并流遗产地内的风景名胜区和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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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区,由风景名胜区和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负责监督管理;其

他部门按照规定的责任分工,履行三江并流遗产地的监督管理职

责.

第五条　三江并流遗产地所在州、市、县、区人民政府要严

格控制三江并流遗产地内开发强度,防止过度开发建设.在三江

并流遗产地内,除必须的保护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外,严禁增建

其他工程设施.经过批准的各类建设活动应当与三江并流遗产地

保护内容相协调,严禁破坏世界自然遗产资源、环境景观,严禁

污染环境.

第六条　严禁在三江并流遗产地内进行开山采石、挖砂取

土、毁林开荒、围湖造田、建墓立碑、勘查开采矿产资源等破坏

自然遗产资源和环境的活动.

第七条　严禁在三江并流遗产地内新设置探矿权、采矿权.

对三江并流遗产地内已设置的探矿权、采矿权,依法限期退出.

第八条　三江并流遗产地内拟建的缆车、索道、等级公路、

铁路、大型水库、电力设施等对遗产地突出普遍价值可能造成较

大影响的重大工程项目,需在项目批准建设前６个月将项目选址

方案按照要求报国家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审批或备案.

第九条　三江并流遗产地内已划入生态保护红线的,要按照

国家生态保护红线有关规定从严管理.

第十条　三江并流遗产地严格执行 «云南省三江并流世界自

然遗产地保护条例»规定,涉及风景名胜区的建设项目必须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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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名胜区条例»«云南省风景名胜区条例»规定,依法依规按

照程序履行有关手续;涉及自然保护区的建设项目必须按照 «中

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 «云南省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

规定,依法依规按照程序履行有关手续.

第十一条　严禁在三江并流遗产地内进行改变水资源、水环

境自然状态的活动.三江并流遗产地所有新增中小水电必须严格

按照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中小水电开发利用管理的意见»

(云政发 〔２０１６〕５６号)要求,规划及项目核准审批均应上报省

人民政府批准同意.对遗产地内符合规划、已核准建设的中小水

电项目,当地政府和主管部门应加强事前事中事后监督管理,做

好水土保持、生态修复、环保验收等工作.

第十二条　加强三江并流遗产地的生态保护和治理修复,对

受到破坏的要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治理,开展修复工作.

第十三条　建立健全遥感监测系统,实现三江并流遗产地

省、州市、县三级长效动态监测机制.

第十四条　省世界自然遗产管理机构应定期对三江并流遗产

地资源保护管理情况进行检查和评估,主要包括:

(一)管理机构履职尽责与能力建设;

(二)配套管理制度建设;

(三)三江并流遗产地突出普遍价值和核心资源保护,资源

环境监测与科研;

(四)保护管理规划编制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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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旅游活动管理、建设活动管控以及其他威胁突出普遍

价值重要因素的管理;

(六)遥感监测问题及核查处理情况;

(七)社区参与协调发展;

(八)遗产展示、宣传与教育.

第十五条　三江并流遗产地所在州、市、县、区人民政府要

将三江并流遗产地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纳入重点督查范围,加大专

项督促检查力度,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责任和各项决策部署落

到实处.

第十六条　省监委对国家机关及工作人员在三江并流遗产地

保护管理工作中履责不力、弄虚作假、敷衍应付、失职失责的责

任单位和责任人员严肃进行问责;对涉嫌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的

问题,及时立案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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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省委各部委,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政协办公厅,省监

委,省法院,省检察院,云南省军区.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８年７月１８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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