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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边城历史文化名镇
保护条例

(2018 年 8 月 27 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 2018 年 9月 30日湖南省第十

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批准)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边城(即茶峒)历史文化名镇的保护管

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

规划法》和国务院《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等法律法

规的规定，结合本地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边城历史文化名镇实行分区保护。保护范围根据《花

垣县边城历史文化名镇保护规划》(以下简称保护规划)划分为核

心保护区、建设控制地带，由花垣县人民政府设立标识、标志。

第三条 在边城历史文化名镇保护范围内活动的单位和个

人，应当遵守本条例。

第四条 边城历史文化名镇的保护管理，应当遵循科学规划、

严格保护的原则。

第五条 州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边城历史文化名镇保护管理

工作的指导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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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垣县人民政府负责边城历史文化名镇的保护管理工作，边

城历史文化名镇保护管理机构（以下简称管理机构），具体负责

边城历史文化名镇保护管理工作。

花垣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文物、文化、城市管理等主管部

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做好边城历史文化名镇保护管理工作。

边城镇人民政府在职责范围内做好边城历史文化名镇保护

管理工作。

第六条 边城历史文化名镇保护范围所在的社区和村（居）

民委员会，应当引导村（居）民按照边城历史文化名镇保护管理

要求，合理安排生产、生活。

第七条 花垣县人民政府及其行政主管部门根据边城历史文

化名镇保护管理的需要，可以与行政区域以外的相邻地区同级人

民政府及其行政主管部门协商建立跨行政区域联动协调保护机

制，协调处理保护管理中的重大问题。

第八条 州人民政府、花垣县人民政府应当将边城历史文化

名镇保护管理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并将保护管理经费

列入本级财政预算。

第九条 花垣县人民政府应当定期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和上一级人民政府报告本条例的实施情况。

第十条 花垣县人民政府负责组织编制保护规划，报省人民

政府审批后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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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修改、变更或者拒不执行已经批准

的保护规划。确需调整或者变更的，按照原批准程序报批。

第十一条 保护范围内的建设用地，应当符合边城镇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闲置的国有土地，由花垣县人民政府按照相关法律

法规处置。

第十二条 边城历史文化名镇保护对象包括保护范围内的文

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与边城历史文化

名镇密切相关的自然地貌、水系等。

第十三条 核心保护区是指从拉拉渡口南部沿从文路经板栗

溪至花垣县第三中学东南角，往北从民师懂山脚到马鞍碉山脚边

缘。包括桥脚街、河街的全部以及沿清水江河岸、城内街的部分

区域，面积为 5.6 公顷。

主要保护对象：

（一）药王洞、古码头、国立茶师旧址等文物保护单位；

（二）古民居、老商铺等特色民居；

（三）协台衙门、沈从文写作楼等历史建筑；

（四）古塔、古桥梁、古城墙、古寺庙等建筑物及构筑物遗

址。

第十四条 建设控制地带是指除核心保护区以外的，北至民

师懂和马鞍碉山脊连线，西至清水江省界，东和南至三一九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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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东至边城中心小学，最南至边城长途汽车站的保护范围，面积

为 55 公顷。

第十五条 保护范围内的新建、扩建活动应当符合以下要求：

（一）核心保护区内新建、扩建必要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设施的，在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

前，应当征求文物主管部门的意见；

（二）建设控制地带新建建筑物、构筑物，应当符合保护规

划确定的建设控制要求；

（三）依法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施工单位按照批准后的图纸进行施工；

（四）建筑体量、高度、色彩、风格等符合保护规划的要求。

第十六条 核心保护区建筑与历史风貌不协调的，由花垣县

人民政府负责改造；建设控制地带原有建筑与保护规划不一致

的，由所有权人进行改造，花垣县人民政府依法予以补偿。

第十七条 对文物保护单位和保护规划确定保护的历史建筑

进行维修，应当依法办理相关审批手续。

古民居、老商铺等历史建筑由所有权人进行维护。所有权人

确实无能力维护的，经管理机构确认后，花垣县人民政府可以从

保护资金中对历史建筑的维护给予补助。

第十八条 在保护范围内采取以下保护措施：

https://baike.so.com/doc/6719446-6933492.html
https://baike.so.com/doc/6719446-6933492.html
https://baike.so.com/doc/348350-36896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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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按照相关规定用火或者存放、销售易燃易爆物品以及

燃放烟花爆竹；

（二）文物保护单位和历史建筑进行防火处理，公共消防设

施按照有关消防技术标准和规范设置；

（三）建设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和配套管网；

（四）合理布局公共服务设施；

（五）划定经营区域；

（六）车辆在规定的时间行驶和划定的地点停放。

第十九条 花垣县人民政府应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和保

护规划要求制定烟花爆竹燃放、市容管理、户外广告设置等管理

制度，落实管理责任。

第二十条 保护范围内的村（居）民应当在划定的区域或者

殡仪馆办理丧事，文明、节俭治丧。

第二十一条 在保护范围内举办文化、体育、商业等活动，

应当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相关手续；不得损坏历史建筑和

公共设施、阻碍交通、污染环境、影响周边居民生产生活。

第二十二条 保护范围内禁止下列影响市容和环境的行为：

（一）擅自搭建建筑物、构筑物以及堆放、吊挂有碍市容的

物品；

（二）散养家畜、家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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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违规倾倒垃圾和排放污水；

（四）生产、生活产生的噪声超过环境噪声标准；

（五）餐饮服务业排放油烟超过标准；

（六）在清水江水面经营餐饮业；

（七）其他影响市容和环境的行为。

第二十三条 州、花垣县人民政府文物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

文物保护单位和其他不可移动文物的普查、登记、建档及管理，

编制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规划。对具有突出价值并且未被列入文

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应当逐步申报文物保护单位。

第二十四条 管理机构应当组建巡查队伍，加强对保护范围

内消防安全、文物保护、建设活动等日常巡查，配合相关部门做

好整改，消除隐患。

第二十五条 花垣县人民政府对边城历史文化名镇的汉

戏、三棒鼓等地方戏曲，银饰锻造等传统工艺，茶峒米豆腐等

食品制作技艺，龙舟竞渡、茶峒舞龙等民俗活动进行发掘、整

理和利用。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和项目保护单位开展传

承活动，培育传承人才，发展传承事业。鼓励和引导单位和个

人通过申请注册商标或者地理标志等方式，保护边城历史文化

名镇的标识、标志。

第二十六条 鼓励、引导单位和个人通过以下方式展示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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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

（一）兴办传统手工作坊；

（二）开发民间工艺及旅游产品；

（三）举办民俗节庆活动；

（四）开办博物馆、展览馆、美术馆、纪念馆等；

（五）经营民俗客栈、茶馆等；

（六）组建民间演艺团体。

第二十七条 花垣县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与边城历史文化名

镇密切相关的自然地貌、水系的保护，并开展公共绿化。

第二十八条 花垣县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依法加强清水江

河段游船和渡船的管理，维护航行秩序。

第二十九条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边城历史文化名镇

保护管理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行

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按照城乡规划、文物保护、环

境保护、土地管理、历史文化名镇保护、河道管理、城市管理等

法律、法规应当予以处罚的，依法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一条 本条例自 2018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