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州政府办公室文件

各县 （市） 人民政府，州直及省属在临有关

单位：

现将 《临夏州自然保护地勘界立标工作

方案》 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临夏州自然保护地勘界立标工作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

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 的通知》

（中办发 〔2019〕 42 号） 精神，根据 《国家

林业和草原局办公室关于印发 〈自然保护地

勘 界 立 标 工 作 规 范〉 的 通 知》 （办 护 字

〔2019〕 129 号） 和 《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甘肃省自然保护地勘界立标工作方

案的通知》 （甘政办发 〔2019〕 91 号） 要

求，为扎实有效落实全州自然保护地勘界立

标工作，结合我州实际，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总体要求

充分兼顾现有的各类规

划、全州及各县市第三次国土调查等专项数

据，在开展全州自然保护地基础调查的基础

上，全面完成各类自然保护地范围和功能区

界线确认、立标和数据库建设，着力解决重

叠设置、边界不清、权责不明、保护与发展

矛盾突出等历史遗留问题，形成相关各方认

可、准确清晰的边界，推动全州自然保护地

规划建设和精细化管理，实现 2020 年完成自

然保护地勘界立标并与生态保护红线衔接的

目标。

严格执行 《自

然保护区等自然保护地勘界立标工作规范》

（以下简称 《规范》） 及相关法律法规明确自

然保护地的范围、面积和边界，增强自然保

护地界线的权威性、严肃性和法定性。

采用现代技术

和先进方法，科学确定自然保护地范围和功

能分区，精确标定自然保护地界线，最大限

度地保护生态的原真性、完整性和适度性。

州政府有关部门

和各县市政府要严格按照管理权限、事权划

分、属地管理的要求，各负其责、密切配合、

把关审核，协同推进自然保护地勘界立标工

作。

利益相关方充分

临夏回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临夏州自然保护地勘界立标工作方案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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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勘界结果完成后要求对自然保护地范

围和界线予以公示，并根据勘界结果设立界

桩、界碑、指示牌等。

二、勘界立标范围

按照 《规范》 要求，全州共 4 类 13 个保

护地需要开展勘界立标工作，分属于临夏市、

临夏县、永靖县、东乡县、积石山县、和政

县及甘肃太子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三、重点工作任务

各保护地管理

机构负责整理自然保护地基本情况，主要包

括始建、调整、晋升的批准文件，申报材料；

自然保护地的范围和功能分区相关图件、文

字描述和矢量数据；全省第三次国土调查数

据和城镇开发边界数据，总体规划、科考报

告、动植物资源调查等相关材料；当前存在

的主要冲突，包括原著居民生产生活、耕地、

矿产资源开采、基础设施和能源项目建设，

以及自然保护地相互重叠、边界不清等问题，

形成专项报告后按程序报州林草局。州林草

局负责对报告进行汇总整理，组织有关林业

调查规划单位编制 《临夏州自然保护地调查

评估报告》，并据此开展勘界工作。

各县市政府要

按照属地管理原则负责组织辖区内自然保护

地的勘界立标工作。各自然保护地管理机构

要组织勘界队伍，全面开展勘界工作。技术

支撑单位应当依法具备国家对从事测绘活动

资质资格的要求，拥有专业仪器设备，并长

期从事勘测工作的经验。州林草局协调自然

保护地管理机构，主动加强与自然资源、生

态环境等部门沟通，确保自然保护地勘界工

作科学合理、准确详实，与全州生态保护红

线划定、第三次国土调查成果相衔接。对面

积、范围、功能区划明确的各类自然保护地，

要严格按照 《规范》 规定进行校准核实；对

批建程序不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

区条例》 规定，以及范围和功能区划未明确

的自然保护区，要按照总面积不减少、核心

区和缓冲区占比不降低、不得以调代改的原

则，先行编制范围和功能区划报告，明确自

然保护区四至范围和功能区划，按审批权限

报批后开展勘界立标工作；对范围和功能区

未明确的风景名胜区、地质公园、森林公园，

要接照 《规范》 要求，核准自然保护地范围

界线；对自然保护地存在交叉重叠问题的，

应按管理权限分别开展勘界工作；对确因技

术原因引起的数据、图件与现地不符等问题，

可按管理程序依次纠正，各县市不得借机违

规调整自然保护地范围和功能区。

勘界工作结束后，

各自然保护地管理机构要抓紧整理勘界成果，

包括边界矢量图、边界点坐标表、边界走向

说明、边界附图、勘界报告、定标点坐标、

立标信息数据库等资料以及自然保护地内生

态环境问题整改销号情况等，并形成专门报

告按程序报批。自然保护地勘界成果报所在

县 （市） 政府逐级审核，并以县 （市） 为单

位按时向州林草局报送审核意见。

依据各县市确认的勘

界结果，州林草局负责对各自然保护地最终

界线数据、勘界立标过程中形成的工作底图、

边界点、定标点、边界地形图、附图、勘界

报告相关规划等进行汇总审核，按照统一的

标准规范，建立全州自然保护地勘界立标数

据库，形成自然保护地全州“一张图”，实现

部门间数据共享，运用于全州生态保护红线

划定、国土空间规划、自然资源调查监测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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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和确权登记、基础测绘等工作，提升自然

保护地规范化、科学化管理水平。

四、保障措施

各县市、州直有关

部门要把开展自然保护地勘界立标工作作为

夯实自然保护地管理基础的重要举措，牢固

树立“一盘棋”思想，统一领导、统一部署、

统一组织实施，保障必要的工作经费，集中

力量，攻坚克难，确保按时保质完成自然保

护地勘界立标工作。

成立以州政府分管

副秘书长任组长，州林草局主要负责同志、

州自然资源局分管负责同志任副组长，州财

政局、州生态环境局分管负责同志为成员的

自然保护地勘界立标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

组办公室设在州草局，全面负责自然保护地

勘界立标工作。各县市政府要建立由分管负

责同志为组长的工作协调机制，进一步细化

落实工作方案，制定时间表、路线图，全力

推进自然保护地勘界立标工作。

各县市政府、各自

然保护地管理机构要对勘界立标过程中相关

图件、数据真实性负责，如实反映保护地基

础情况，严防弄虚作假、隐瞒重大问题、借

机违规调整自然保护地范围和功能区等违法

违规行为。州林草局要组织有关林业调查规

划单位，强化技术指导和质量管理，采取跟

班作业、包片负责的方式，全流程对标、高

标准全面核查有关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严把质量关，及时纠正存在问题，避免返工

造成进度延误，切实做到进度和质量并重。

对存在随意修改数据、重大舞弊的技术单位，

经核实后列入“黑名单”，坚决依法依规严肃

处理。

建立信息月报制

度，各自然保护地管理单位要明确专人负责，

于每月 20 日前将工作进展情况、经验做法、

存在问题及意见建议等情况报领导小组办公

室。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加强工作调度，每季

度对各县市自然保护地管理单位勘界立标工

作开展情况进行督促检查，并及时通报工作

情况。

附件：

1. 临夏州自然保护地名录

2. 临夏州自然保护地勘界立标工作领导

小组及职责分工

自然保护区（2 个）

1 甘肃黄河三峡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 省级 永靖县 东乡县、积石山县、临夏县

2 甘肃刘家峡白垩纪恐龙足印群省级自然保护区 省级 永靖县

风景名胜区（4 个）

3 永靖县黄河三峡省级风景名胜区 省级 永靖县 东乡县、积石山县、临夏县

4 松鸣岩省级风景名胜区 省级 太子山管理局 和政县

5 太子山省级风景名胜区 省级 太子山管理局 和政县

6 石海风景名胜区 省级 积石山县

序号 保护地级别 勘界立标主体 配合部门

附件 1

临夏州自然保护地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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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公园 （4 个）

7 甘肃刘家峡恐龙国家地质公园 国家级 永靖县

8 甘肃和政古生物化石国家地质公园 国家级 和政县

9 甘肃炳灵丹霞国家地质公园 国家级 永靖县

10 积石山县石海冰川遗迹省级地质公园 省级 积石山县

森林公园 （3 个）

11 临夏市南龙山森林公园 省级 临夏市

12 和政县南阳山森林公园 省级 和政县

13 永靖县吧咪山省级森林公园 省级 永靖县

序号 保护地级别 勘界立标主体 配合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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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临夏州自然保护地勘界立标工作领导

小组及职责分工

为加强全州自然保护地勘界立标工作组

织领导，经州政府同意，成立临夏州自然保

护地勘界立标工作领导小组。

苏靖宁 州政府副秘书长

史有志 州林业和草原局局长

吴 宁 州自然资源局副局长

年军华 州财政局副局长

唐 芳 州生态环境局副局长

周维林 州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

喇 燕 州自然资源局自然资源

调查确登记科科长

马健美 州野生动植物和湿地保

护站副站长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州林业和草原局，

办公室主任由周维林同志兼任，负责协调推

进领导小组日常管理工作及其与各县市自然

保护地管理部门的衔接工作，督促指导各县

市开展基础调查和勘界立标，负责自然保护

地勘界立标成果和各类自然保护地建立、调

整、归并整合的评审工作。

负责协调推进领导小

组日常管理工作，指导各县开展基础调查和

勘界立标，组织全州自然保护地进行成果论

证，建立全州自然保护地数据库。

负责协调解决自然保护地勘

界立标必要的工作经费。

负责协调提供各自然保

护地相关土地权属和土地用途、产权登记信

息、全州第三次国土调查数据影像及图斑数

据、国土规划、基础地理信息数据、行政界

限等资料。

负责提供有关资料，配

合开展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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