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县（区）政府，市级各部门，各企事业单位：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绿

色发展的相关要求，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保障生态安全，经市政府同意，结合我市实际，现将加强生态

保护红线管控工作的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生态保护红线范围 

  根据《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四川省生态保护红线实施意

见的通知》（川府发〔2016〕45 号）、《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

厅关于城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划定方案的通知》（川办

函〔2010〕26号），我市列入省级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共 11个：

米易县白坡山省级自然保护区、攀枝花苏铁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二滩鸟类省级自然保护区、金沙江格里坪水源地、金沙江

河门口水源地、金沙江大渡口水源地、金沙江炳草岗水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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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箐沟口水源地、其他经批准划定的生态保护红线区。 

  二、总体要求 

  生态保护红线区是依法划定并批准公布的重要生态保护区

域，承担水源涵养、水土保持、生物多样性保护等生态功能。

全市上下要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

念，坚持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原则，以保障生态安全、增

强区域生态服务功能、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目标，建立完善的

生态保护红线管控制度和管控体系，采取最严格的管控和保护

措施，确保生态保护红线区生态功能不降低、面积不减少、性

质不改变。 

  三、主要任务 

  （一）牢固树立生态红线意识，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各县

（区）和市级相关部门要充分认识生态保护的极端重要性，牢固

树立生态政绩观，切实增强生态红线意识。要把生态保护工作

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工作来抓，坚决禁止违反生态保护红

线管理规定的开发建设活动和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强化生态

红线的刚性约束力，使之成为一条不可逾越的高压线。 

  （二）制定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办法，落实生态保护管理责

任。四川省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办法出台后，适时研究制定攀枝

花市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办法，明确生态保护红线区监督管理工

作责任。目前，各县（区）和市级相关部门要按照现有管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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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建立日常巡查、监察执法、建设项目准入、目标考核等管

理制度，明确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加强对生态保护红线区的管

理。 

  （三）开展生态保护红线绩效考核，落实责任追究制度。从

2017 年开始，市政府每年组织对实施生态保护红线管控情况进

行绩效考核，重点考核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落实、涉及生态

保护红线区的开发建设项目管理、生态保护监督检查及生态破

坏行为查处等情况。同时，按照《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

任追究办法（试行）》规定，对突破生态保护红线、盲目决策造

成严重后果的领导干部，追究相关责任。 

  （四）实行负面清单管理，严格控制开发建设活动。生态保

护红线区实行分级分类管理：一类管控区内，除必要的科学实

验、教学研究以及现有法律法规允许的民生工程外，禁止任何

形式的开发建设活动，不得发放排污许可证。二类管控区内，

实行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制定禁止性和限制性开发建设活动清

单。各县（区）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不得改变生态保护红线的保护

性质，不得降低生态保护红线的生态功能，不得减少生态保护

红线的空间面积。 

  （五）加大监察执法力度，依法查处生态破坏行为。各县

（区）和环境保护、发展改革、国土资源、住房城乡建设、水

务、农牧、林业、城市管理、旅游等有关部门要建立强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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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率的生态保护红线监督管理机制，相关执法部门要落实监

察责任，强化执法手段，加大查处力度，严肃查处逾越生态保

护红线、破坏生态环境的违法行为，对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按照“谁破坏、谁修复”的原则，由环境破坏实施方

承担生态修复和赔偿责任。 

  （六）利用先进技术手段，提高生态保护红线管理水平。负

有生态环境保护职责的相关部门要充分利用信息化、大数据、

卫星遥感与无人机等技术手段，建立天地一体化的生态环境监

管体系，建设生态保护红线信息管理平台，实现生态环境监管

工作互联互通、信息共享，提高生态保护红线管理水平。积极

开展生态保护红线勘界立标、生态资产调查统计、生态修复示

范推广等工作，完善生态环境监测预警机制，探索生态功能第

三方评估模式。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县（区）和市级相关部门要充分发

挥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协调机制作用，通过联席会议制度加强沟

通协作，做好生态保护红线与各类规划、政策制度的衔接，协

调解决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工作中的问题。 

  （二）完善配套制度体系。国土资源、住房城乡建设、水

务、农牧、林业、城市管理等部门要积极探索建立完善的生态保

护红线管理制度体系，包括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目标责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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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损害评估和赔偿制度、生态环境审计制度、生态补偿

制度等。 

  （三）加强生态环境宣传教育和公众参与。各县（区）和市

级相关部门要加强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宣传引导，把严守生态保

护红线作为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在全市高等学校、中小学校

开设生态保护教育课程。鼓励和引导广大市民参与生态环境保

护活动，形成保护生态环境人人有责、破坏生态环境人人谴责

的社会氛围。 

 

 

              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年 1 月 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