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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全面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治藏

方略，坚持生态保护第一，建设美丽西藏，把西藏

打造成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根据相关法律法

规，结合自治区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自治区行政区域内建设国家生态文

明高地活动，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西藏是青藏高原的主体，是重要的

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保护好青藏高原生态事关

中华民族生存和长远发展，事关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事关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事

关全区各族人民的民生福祉。

保护西藏生态环境、建设国家生态文明高地

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和义务。

第四条 建设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应当以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理念，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建设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战略地、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示范地、绿色发展试验地、自然保护样板地、生

态富民先行地，守护好青藏高原的生灵草木、万

水千山，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全面

建成美丽中国西藏样板。

第五条 建设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应当坚持

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

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以科学规

划为统领，以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为载

体，以构建生态文明体系为支撑，不断提高生态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第六条 建设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实行党委

统一领导、人大依法监督、政府统筹推进、部门协

调联动、社会协同参与的工作机制。

第二章 生态规划

第七条 自治区人民政府应当编制自治区国

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规划，明确总体目标、重点

任务、实施步骤、保障机制、指标体系、管理规程、

责任考核等内容。

第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编制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规划，应当坚持生态保护第一，将生态文明高

地建设工作纳入其中，将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

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统一部署、统筹实施。

第九条 自治区人民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应当

将自治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规划与国土空

间规划相衔接，修编西藏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与建

设规划，预留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廊道和国边防建

设空间。制定保护生态环境、发展生态经济、繁

荣生态文化等方面的专项规划。

第十条 地（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当根据

自治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规划，结合本行政

区域的实际情况，制定实施方案。

第三章 生态安全

第十一条 建设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应当建

立健全以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和环境风险有效防

控为重点的生态安全体系，建立生态环境分区管

控体系，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

利用上线，制定生态环境准入清单，守住自然生

态安全边界，确保西藏生态环境良好，建设国家

生态安全屏障战略地。

第十二条 自治区人民政府应当统筹推进山

水林田湖草沙治理，加强保护与修复，参与实施

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长江流域生态保护等国

家战略，保护好江河、湖泊、冰川、森林、草原、湿

地、荒漠等生态系统和生态资源。

第十三条 自治区全面实行河湖长制，划定

河湖岸线保护范围，加强水源涵养能力建设，防

范和治理水污染，保护江河、湖泊、饮用水水源地

等水生态和水安全，守护好亚洲水塔。

第十四条 自治区全面实行林长制，加强森

林草原保护与治理，加强森林草原火灾和有害生

物防控，保持森林草原生态稳定；落实天然林、公

益林保护制度，禁止滥砍滥伐树木，因地制宜推

进国土绿化；稳定完善草原承包经营制度，健全

基本草原保护制度，落实禁牧休牧和草畜平衡制

度，建立退化草原生态修复机制。

第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湿地进行系

统性保护，划定保护范围，严格管控湿地用途，修复

退化湿地，保持湿地自然特征，改善湿地生态功能。

第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冰川保护

体系，开展冰川和冰缘区动态监测，严格管控冰

川周边区域生产经营活动，保持冰川原真风貌。

第十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土壤污染

防治，建立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制度，防止有毒有

害物质污染土壤，治理白色污染和农业面源污

染，保护土壤环境。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开展盐碱地、沙化土地、

荒漠化土地和水土流失重点区域的综合防治，实

施封山封沙育林育草、小流域综合治理、有害生

物防治等工程，促进生态系统恢复。

第十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固体废物

污染防治，对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医疗废物等危

险废物实行分类收集、无害化处理和综合利用。

第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严格管控工业

废气排放，加强机动车船废气、沙尘扬尘、生活烟

尘等大气污染综合防治，保持大气环境优良。

第二十条 自治区人民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应当

推进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自然保护区为基础、各

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推动珠穆朗

玛峰、羌塘、唐古拉山北部西藏片区等区域纳入国

家公园空间布局，推进青藏高原世界自然和文化遗

产申遗项目，推动地球第三极国家公园建设。

组织实施自然灾害防治重大工程，实施藏西北

羌塘高原荒漠生态保护和修复、藏东南高原生态保

护和修复、“两江四河”造林绿化与综合治理、青藏

高原矿山生态修复等重点工程，实施极高海拔和自

然保护地生态搬迁工程，建设自然保护样板地。

第二十一条 自治区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开展

生物多样性研究与保护工作，开展动植物资源调

查研究，保护青藏高原特有珍稀物种和种质、基

因资源，防范和治理外来物种入侵。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野生动物的保护和

疫源疫病监测防控，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禁

止滥食野生动物，完善野生动物肇事损害补偿机制。

第二十二条 自治区人民政府应当推进生态

文明大数据平台建设，建立生态文明基础数据

库，运用大数据进行分析、管理和监督，建立健全

生态安全监测监控体系，完善信息公开制度，实

行生态环境统一监管。

第四章 生态经济

第二十三条 建设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应当

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建立

健全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主体的生态

经济体系，培育地球第三极区域公共品牌，实现

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建设绿色发展试验地。

第二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推动生态农

牧业发展，培育发展特色产业，推动无公害绿色

有机农畜产品认证，推行生态循环种养模式。

第二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支持各类市场

主体开发利用水能、风能、太阳能、地热能等可再生清

洁能源，促进能源产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建设国家

清洁能源接续基地和清洁可再生能源利用示范区。

第二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推动循环经

济和清洁生产，禁止引进资源高消耗、能源高消

费、污染高排放的产业项目和不符合生态环境保

护要求的技术、设备、工艺，支持新型环保建材、

装配式建筑等产业发展，鼓励天然饮用水等生态

资源开发；推动数字经济和生态经济深度融合，

减少资源能源消耗，促进绿色经济发展。

第二十七条 自治区人民政府及其自然资

源、生态环境等相关部门应当开展矿产资源勘查

和地质调查，在严格保护生态环境前提下开展战

略性矿产资源的开发。建立自然保护地矿业权

退出机制，严格矿山勘查开发审批制度，提高矿

产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水平。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强

矿山生态环境保护和矿山废弃地生态修复。

第二十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旅游等相关

部门应当支持发展高原生态旅游，建设符合生态

文明要求的旅游基础设施，倡导低碳环保旅游，

推动旅游业生态化。

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发改、文

化等相关部门应当发展具有民族特色的生态文化产

业，扶持符合生态环境保护要求的民族传统产业。

第三十条 自治区人民政府应当探索建立碳

排放权交易制度，积极落实国家碳排放要求，促

进实现国家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第三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快实施以

“神圣国土守护者、幸福家园建设者”为主题的乡村

振兴战略，改善乡村人居环境，倡导乡村绿色生活，

发展乡村生态经济，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第五章 生态文化

第三十二条 建设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应当

建立健全以生态价值观念为准则的生态文化体

系，培育生态文化，传播生态文明理念，提高全民

生态文明素养，形成生态文明社会风尚，建设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示范地。

第三十三条 培育生态文化应当加强以下内

容的学习宣传教育：

（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特别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

（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特别是“必须坚

持生态保护第一，保护好青藏高原生态就是对中

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最大贡献”；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青藏高原各民族共同

生态价值观；

（四）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生态

文明建设相关法律法规；

（五）生态系统、环境保护、污染防治、公共卫

生安全、野生动植物保护、垃圾分类、灾害预防和

治理等科学文化知识；

（六）生态文明建设其他相关内容。

第三十四条 自治区人民政府教育主管部门

应当将生态文明内容贯穿国民教育全过程，编制

具有地方特色的生态文明建设读本、开发制作多

媒体视频资料。

公务员教育培训主管部门、各级党校（行政

学院）、各类社会培训机构应当将生态文明作为

教育培训的重要内容。

第三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生态

文化公共设施建设，鼓励支持图书馆、博物馆、群众

艺术馆、科技馆和自然保护区、旅游景区等发挥载体

作用，宣传生态文明理念和青藏高原生态文化知识。

第三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推动高原生

态城市建设，城市建筑整体设计应当符合节能环

保要求和生态审美观念。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城乡人居环境综合

整治，推进城乡污水、垃圾治理和厕所革命，保护

具有民族传统特色的生态村镇，建设绿色城镇、

绿色村庄、绿色边境。

第三十七条 培育高原生态文化，应当弘扬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生态智慧，传承敬畏自然、尊

重生命、和谐共存的生态理念。

鼓励文化部门和文艺工作者创作优秀生态

文化产品，传播生态文化。

第三十八条 全社会应当践行绿色生活方

式，制止餐饮浪费行为，倡导公众绿色低碳出行，

自觉使用绿色低碳产品，提高资源回收意识，履

行生活垃圾分类义务。

宗教、民俗活动应当符合绿色生态理念。引

导宗教活动方式和消费方式绿色化。

第三十九条 每年 8 月为自治区生态文明宣

传月。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应当组织开展生

态文明主题宣传活动，动员全民参与生态文明建设。

第六章 示范创建

第四十条 建设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应当加

快推进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创建工作，坚持

整体规划、示范引领、有序推进、精准落实。

第四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依据国家生

态文明建设示范创建标准，组织开展自治区、地

（市）、县（区）、乡（镇）、村（居）五级联建联创，高

标准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

第四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创建工作，建立管理监

督考评机制。将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

纳入领导班子、领导干部评价考核的内容。

第四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建立示范创建监

督员制度，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其他方面

具有代表性的人士对创建工作进行监督。

第四十四条 自治区人民政府应当对获得国

家级和自治区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称号的，给

予表彰奖励，在政策、项目、资金等方面予以支

持；对有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

第七章 社会协同

第四十五条 工会、共青团、妇联、文联、工商

联、社科联、科协、佛协、残联、红十字会等社会团

体，应当结合各自特点和优势，组织动员社会群

体参与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

第四十六条 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学术团体

等教育科研机构应当加强青藏高原生态文明建设

和青藏高原气候变化影响与环境变化机理等方面

学科学术研究，推进相关科研成果转化运用。

第四十七条 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公共

媒体应当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宣传和舆论引导，

开展公益宣传，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营造良

好舆论氛围。

鼓励引导自媒体宣传生态文化，参与国家生

态文明高地建设。

第四十八条 各级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

会团体等应当实行绿色采购，优先购买和使用节

能环保可回收的绿色产品、设备和设施，推行绿

色节能办公。

第四十九条 各类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应当树

立生态文明理念，构建企业生态文化，自觉承担保

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社会责任，将节约资源、保护

环境、建设生态文明的要求贯穿生产经营各环节。

第五十条 旅游服务行业和旅游者应当履行

环境保护义务和生态文明责任。

第五十一条 村（居）民委员会、社区应当将生

态文明建设内容纳入村规民约、居民公约，推动形

成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社会风尚和行为规范。

第五十二条 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活动

场所应当遵循生态环保理念，将生态文明建设内

容纳入管理制度。

第八章 保障监督

第五十三条 建设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应当

建立健全以保护和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的目标

责任体系，健全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和处

置机制，全面落实生态文明制度。

第五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国

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经费投入机制，将生态文明

建设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建立健全政府引

导、市场推进、社会参与的多元投入机制，鼓励综

合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产业投资基金、环

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等方式，吸引社会资本共同参

与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

第五十五条 自治区人民政府应当建立生态

文明建设合作机制，加强与省区市跨区域协作。

第五十六条 自治区人民政府应当完善禁止

开发区、限制开发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的财政转移

支付制度，健全生态岗位补贴政策，建设生态富民

先行地；完善森林、草原、湿地生态效益补偿机制，

探索建立水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推行大江大河跨区

域生态补偿；探索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

第五十七条 自治区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完善

环境信用管理制度，鼓励金融机构发展绿色信

贷、绿色保险、绿色债券等金融业务，联合惩戒环

保领域失信行为。

第五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相关部

门对重大生态工程建设，应当在政策、用地、资金

等方面给予支持。

第五十九条 自治区人民政府和相关国家机

关应当落实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

度、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实行自然资源资产

管理离任审计。

第六十条 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公共媒

体对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开展国

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活动进行舆论监督。

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应当自

觉接受舆论监督，及时调查、处理、反馈媒体反映

的问题。

第六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每年向

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务委员会报告国家生

态文明高地建设工作情况，依法接受监督。

县级以上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应当

加强对生态环境法律法规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

加强对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工作的监督，检查

督促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工作推进落实情况。

第六十二条 人民法院应当完善生态环境审

判机制，依法公正审理涉及生态环境领域的案

件；检察机关、符合法定条件的社会组织应当依

法对破坏生态环境的案件提起公益诉讼，维护生

态环境公共利益。

第六十三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有

权依法对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工作提出建议

批评，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国家生态文明

高地建设工作中的违法失职行为提出申诉、控告

和检举，对妨碍或者破坏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

的违法行为进行制止和举报。

第九章 法律责任

第六十四条 国家机关、公职人员有下列行

为之一的，由有关机关责令改正，通报批评；对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

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擅自变更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规划的；

（二）未落实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目标责任的；

（三）应当依法公开生态文明建设信息而未

及时公开或者弄虚作假的；

（四）无正当理由不接受监督的；

（五）有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行为的；

（六）其他违反本条例规定行为的。

第六十五条 因影响或者破坏国家生态文明

高地建设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生

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

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第六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法律

法规已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章 附 则

第六十七条 自治区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条

例制定实施办法。

第六十八条 本条例自2021年5月1日起施行。

西藏自治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条例
（2021年 1月 24日西藏自治区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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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附 则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生物多

样性峰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展示西藏生

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成就，努力营造

全社会共同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文明建

设的良好氛围，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面向社

会开展“生态文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主题

征文和短视频征集活动，具体启事如下。

一、活动主题

“生态文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二、征集时间

自本启事发布之日起至 2021 年 4 月 15 日

止，以收到作品时间为准。

三、活动对象

全体社会公众。

四、活动内容

紧紧围绕活动主题，通过文章和短视频形

式，从西藏壮丽秀美的生态美景、人与自然和谐

的生态文化、波澜壮阔的生态建设、点滴做起的

生态生活以及稳定健康的自然种群等角度入手，

生动讲述西藏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

带来的变化，畅谈美好生活，展望美好未来，充分

展示西藏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成就。

五、作品要求

（一）征文作品

题目自拟，体裁不限。内容要结合活动主

题，立场鲜明、见解独到、寓有新意、言之有物、

逻辑清晰。作品篇幅建议控制在 3000字以内。

（二）短视频作品

紧扣活动主题，内容围绕生物多样性保护，可

包括科普知识、典型案例、先进事迹、典型成果等，

有一定视觉表现力，内容精炼、画面清晰、节奏紧

凑、感染力强。时长 15 秒－600 秒均可，MP4、

MOV、WMV格式，像素比例为高清（1920×1080）

以上。语言为中文标准普通话，字幕为简体中文。

六、投稿方式

（一）网上投稿

1.投稿邮箱：stwmzw6849043@126.com

2.邮件标题：《生态文明：共建地球生命共

同体》投稿+稿件标题+类别（征文/短视频征

集）+姓名（单位名称）+联系方式。

（二）线下投稿

1.邮件要求：信封封面请注明“《生态文明：

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投稿”，内含稿件标题、类

别（征文/短视频征集）、姓名（单位名称）、联系

方式等说明内容。

2.邮寄地址：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城关区金

珠中路 26号

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 法规处 李培

3.邮编：850000

4.联系电话：15089023456

七、奖项设置

本活动将邀请有关专家评选，设置一等奖一

名、二等奖两名、三等奖三名以及优秀奖五名予

以奖励，并择优向生态环境部推荐参加全国展

评。获奖名单将在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官方

网站予以公布。优秀征文作品将在区内主要报

刊和新媒体平台发布推广，优秀短视频作品将在

新闻媒体、社交媒体及短视频平台广泛推送。

八、注意事项

1. 投稿作品需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

义制度，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社会正

能量。

2. 投稿作品必须为原创作品，且此前未正

式发表。用少数民族文字创作的作品须译成汉

语投稿。

3. 投稿者应对作品拥有完整的著作权，并

保证其所投送的作品不侵犯第三人的包括著作

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等在内的合法权

益。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有权对征集作品公

开发表、结集出版、播出推送、展览展示等。

4.投稿作品一律不予退还，请自行保留备份。

5.本启事解释权属于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

厅。凡投稿者，即视为已同意本启事所有规定。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登巴扎西 0891-6849042

李培 0891-6849039

关于“生态文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主题
征文和短视频征集活动的启事

《西 藏 自 治 区 国 家 生 态 文 明 高 地 建 设 条 例》于 2021 年 1 月 24 日 由 西 藏 自 治 区 第 十 一 届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第 四 次 会 议 审 议 通 过 ，现 予

公 布 ，自 2021 年 5 月 1 日 起 施 行 。

西藏自治区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主席团

2021 年 1 月 24 日

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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