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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8/2021_2022__E5_9B_BD_

E5_8A_A1_E9_99_A2_E6_c36_328444.htm （一九八一年二月十

日，一九八一年三月十七日国务院批转） 国务院同意国家城

建总局、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国家文物局、旅游总局

《关于加强风景名胜保护管理工作的报告》。希望各地结合

实际情况，制订有关实施办法，采取有力措施，切实把这项

工作做好。 关于加强风景名胜保护管理工作的报告 我国历史

悠久，山河壮丽。风景名胜、文物古迹之多，为世界罕见。

搞好风景名胜的保护管理工作，对于丰富人民的文化生活，

促进旅游事业的发展，为“四化”建设服务，具有重要意义

。“文化大革命”期间，不少风景名胜受到严重破坏，树木

被砍伐，环境被污染，文物古迹被毁坏。有的游览胜地被长

期占用，变成了禁区。粉碎“四人帮”之后，情况有所好转

，许多地方重视了风景名胜的保护管理工作。但是，问题仍

然很多。当前突出的问题是：风景名胜区没有划定范围，管

理体制和管理机构不健全；在风景名胜区内开山取石、毁林

垦荒、滥伐树木、污染环境等现象仍未停止；风景名胜区的

维护、建设工作跟不上旅游发展的需要。由于缺乏统一管理

，在一些游人集中的风景点，出现了一些单位及个人争抢地

盘，搭棚设摊，推销商品的情况，把优美的游览胜地，变成

了杂乱的市场。广大群众和部分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一

再呼吁，要求加强对风景名胜的保护管理工作。我们认为，

划定风景名胜的范围，建立健全管理体制和管理机构，制订



有关政策法令和规章制度，加强风景名胜的保护管理工作已

刻不容缓。现提出如下意见：一、 对全国风景资源进行调查

，确定风景名胜区的等级和范围。 建议由各省、市、 自治区

城建园林、 文物和环境保护等部门组织力量，对各地的风景

名胜资源分期分批进行调查，当前要首先对重点的风景名胜

区进行调查，做出评价、鉴定， 确定风景名胜区的等级和范

围。 对一些闻名中外、具有独特的自然和人文景观、规模较

大的风景名胜区应列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 国家重点风景

名胜区的名单及其范围由所在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提出

，送国家城建总局审查汇总，报国务院批准。第一批申请列

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的名单和范围，请各地于一九八一年

九月以前报送。范围的划定要保持风景面貌完整，满足旅游

需要，不受行政区划的限制。为了保证风景名胜区不受污染

，保护生态环境，在风景名胜区的外围，还应根据需要划出

一定的保护地带。风景名胜区的范围划定后，要立碑刻文，

标明界区，建立档案。二、 建立健全风景名胜区的管理体制

和管理机构，实行统一管理。 风景名胜区的保护、管理和规

划建设业务，由各级城市建设部门归口负责。涉及到环保、

文物、旅游、农林、商业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应在省、市、

自治区人民政府领导下，由城建部门牵头，商同各有关部门

协调解决。要充实和加强风景名胜区的管理机构。各管理机

构要认真贯彻执行国家的有关政策法令， 负责风景名胜区的

保护、 规划、建设和管理，统一安排园林、文物、环保、旅

游服务各方面在风景名胜区的任务和工作。原设在风景名胜

区的文物单位和旅游服务机构等，应遵守和执行风景名胜区

的规章制度和管理机构统一规定，但现行管理体制不变，其



内部业务仍归各主管部门直接领导。城市郊区的风景名胜区

，由城市园林部门直接管理，不另设机构。 风景名胜区必须

加强管理，经常保持整洁、安静、优美的环境和良好的秩序

。要妥善安排游人的食宿、交通等各项工作，改善经营管理

，提高服务质量。三、 加强风景名胜区的保护工作。 风景名

胜区的地形、地貌、水体、山石、动物、植物、土壤、大气

等必须严加保护。重要的风景点、古树名木和文物古迹要建

立说明牌和保护标志，严格按照国家规定进行保护。要防止

山林火灾和树木的病虫害。妥善安排好风景区内农民的生产

和生活。严禁任何人在风景名胜区内毁林、垦荒、狩猎、放

牧、凿石、取土。风景名胜区内污染严重的工厂要限期治理

或迁出。休养所、疗养院、饭店等单位排放的废水、废气、

废渣，要符合国家规定的环境保护标准。占用风景点和游览

区的机关、部队、企事业单位要限期退出。 要发动群众保护

风景资源，要向游人和风景名胜区的职工、社员广泛宣传保

护风景名胜的意义和国家有关政策法令，使保护风景名胜成

为群众性的工作。风景名胜区内可建立群众的保护小组。对

保护风景名胜有功的要奖励，对损坏风景名胜的要处罚。 各

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要制订出保护管理办法， 报省、 市、自

治区人民政府批准执行，送国家城建总局备案。四、 有计划

地进行风景名胜区的开发和建设。 风景名胜区的开发建设要

统一规划、统筹安排。各省、市、自治区城建部门和风景名

胜区管理机构要组织技术力量，对风景名胜区的总体布局、

绿化、交通、水、电、旅游服务设施等进行全面规划，根据

财力可能分期开发，逐年建设。城市郊区风景名胜区的规划

，要纳入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的规划由



国家城建总局组织审查，报国务院批准后，由省、市、自治

区城建园林部门组织实施。 风景名胜区内的各项建设要按上

级批准的规划和基建程序进行，由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统一

安排实施，各单位不得各自为政。在风景名胜区内不准建设

与风景、旅游无关的建筑物。在保护地带不准建设有害环境

的工厂和单位。在风景点和公共游览区内不准建设旅馆和休

养、疗养机构。 风景名胜区的建设首先要恢复和发展林木植

被，保持自然生态，增加山林野趣。建筑形式一定要因地制

宜，保持当地的特色，与景观协调一致，切不可损害风景名

胜的自然风貌。要勤俭节约，充分利用原有设施，不要大拆

大建。风景名胜区的维护和建设资金主要是地方财政投资和

风景名胜区自己的收入。 以上如无不当，请批转各地参照执

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

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