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津市生态文明教育促进条例

　　(２０２２年９月２７日天津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三十七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为了加强生态文明教育,增强

全社会生态文明意识,推动构建生态环境治

理全民行动体系,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等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开展生态文

明教育促进活动,适用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生态文明教育,是指通过多

种形式宣传生态文明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

普及生态文明基本知识,培养生态环境保护

技能,提升公民生态文明素质,促进全社会

牢固树立生态文明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的

教育活动.

　　第三条　开展生态文明教育应当坚持

党的领导、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统筹推进、改

革创新、注重实效的原则,落实将生态文明

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坚持经

常教育与集中教育相结合、普及教育与重点

教育相结合、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相结合.

　　第四条　生态文明教育应当深入宣传

贯彻坚持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领导、坚

持生态兴则文明兴、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坚持良好

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坚持绿色发

展是发展观的深刻革命、坚持统筹山水林田

湖草沙系统治理、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

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坚持把建设美丽中国转

化为全体人民自觉行动、坚持共谋全球生态

文明建设之路.

　　生态文明教育的重点是:

　　(一)开展以生态价值观念为准则的生

态文化教育;

　　(二)开展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

为主体的生态经济教育;

　　(三)开展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

的目标责任教育;

　　(四)开展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为保障的生态文明制度教育;

　　(五)开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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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第五条　开展生态文明教育是全社会

的共同责任.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企业事

业单位和社会组织等社会各界应当组织和

开展生态文明教育.公众应当积极参加生

态文明教育活动.

　　第六条　市和区人民政府负责统筹推

进本行政区域生态文明教育工作,将生态文

明教育工作纳入相关规划,研究制定生态文

明教育政策、目标,建立生态文明教育工作

协调机制.

　　市和区人民政府应当将生态文明教育

所需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并予以保障.

　　第七条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组织、

协调、指导本行政区域生态文明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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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方

面编制本市生态文明教育工作年度计划并

推动落实,各有关方面应当按照年度计划做

好生态文明教育工作.

　　第八条　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机构的办

事机构负责将生态文明教育情况纳入群众

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第九条　国家机关应当按照普法责任

制的要求,在制定本部门普法规划、年度普

法计划和普法责任清单时,明确生态文明相

关法律法规普法任务和工作要求.

　　国家机关应当结合本单位情况,安排生

态文明教育实施计划,通过多种形式对干部

职工开展生态文明教育,督促干部职工践行

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工作和生活方式.

　　第十条　公务员管理部门应当将生态

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等纳入

公务员教育培训内容.各级国家机关主要

负责人应当带头接受生态文明教育培训.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应当将生态

文明教育纳入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行

业主管部门依法做好本行业继续教育工作,

落实生态文明教育相关要求.

　　第十一条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

经营者应当将生态文明教育纳入年度工作

计划或者工作安排,结合自身特点,安排对

从业人员的生态文明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标

准等教育.

　　重点排污单位的负责人、管理人员、环

境保护设施操作人员,每年接受生态环境教

育培训的时间不得少于八学时.

　　违反生态文明相关法律法规受到行政

处罚的单位,其负责人及相关责任人员应当

接受执法部门相应的法律法规等教育.

　　第十二条　教育部门应当将生态文明

教育纳入学校、幼儿园教育内容,指导幼儿

园、普通中小学校、普通高等学校和职业学

校开展生态文明教育,建立生态文明教育督

查评估机制.

　　幼儿园的生态文明教育应当结合幼儿

特点,采取适宜的活动方式,培养幼儿生态

文明意识.

　　普通中小学校应当按照教育部门统一

要求,将生态文明教育内容纳入相应课程,

采取多种形式开展生态文明教育实践活动,

引导学生树立生态文明理念,养成生态文明

行为习惯.

　　普通高等学校和职业学校应当通过开

设相应课程、开展实践教学等形式进行生态

文明教育,着力培养具有先进生态文明理

念、丰富生态文明知识、正确生态文明态度、

扎实生态文明实践技能的新型人才.

　　第十三条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

当根据自身特点,结合绿色社区创建和美丽

村庄、美丽庭院建设等工作实际,依托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采取多种形式对居民、村

民开展经常性的生态文明教育活动.

　　第十四条　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

团体应当结合工作特点和工作实际,加强对

职工、青少年、妇女等群体的生态文明教育,

增强生态文明意识,自觉践行绿色低碳生活

方式.

　　第十五条　倡导和促进家庭生态文明

教育,鼓励形成节约资源、绿色消费、绿色出

行的行为习惯,树立崇尚生态文明、践行绿

色生活的良好家风.

　　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

增强生态文明意识,自觉学习生态环境保护

知识和技能,结合未成年人不同年龄段的身

心发展规律和特点,对未成年人开展生态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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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保护、野生动物保护、垃圾分类等方面的

教育.

　　第十六条　鼓励单位和个人以捐助、捐

赠、志愿服务等多种方式,支持、参与生态文

明教育活动.

　　鼓励社会团体发挥自身的专业性和能

力,积极参与生态文明相关宣传教育,履行

社会责任.

　　鼓励行业协会、商会等组织发挥行业自

律作用,组织、指导、支持会员开展生态文明

教育.

　　第十七条　报刊、广播、电视及网络媒

体等,应当结合各自特点,通过开设宣传栏

目、专题节目等方式,开展生态文明教育公

益宣传.

　　第十八条　鼓励文化艺术界人士积极

参与生态文明建设题材文学创作、影视创

作、词曲创作等,发挥生态文化引领风尚、凝

聚共识的作用.

　　第十九条　鼓励、引导、支持下列场所

建设生态文明教育基地:

　　(一)科技馆、文化馆、博物馆、动物园、

植物园等;

　　(二)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依法可以

对外开放的区域等;

　　(三)具有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功能的企

业、科研院所、实验室等;

　　(四)其他适于开展生态文明教育的

场所.

　　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组织做好生态文

明教育基地建设工作.区生态环境主管部

门应当在本区内确定至少一个生态文明教

育基地,并给予适当支持.

　　第二十条　有关部门应当推进下列生

态环境保护设施向公众开放,提供生态环境

教育服务:

　　(一)环境监测设施、城市污水处理设

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危险废物和废

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设施;

　　(二)其他按照国家要求向社会开放的

生态环境保护设施.

　　第二十一条　每年６月５日(世界环境

日)所在的周为本市生态文明教育宣传周.

　　在生态文明教育宣传周期间,国家机

关、人民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应

当集中开展生态文明教育主题活动,具备条

件的生态文明教育基地向社会公众免费

开放.

　　在生态文明教育宣传周、世界环境日、

世界地球日、世界森林日、世界水日、世界海

洋日和全国节能宣传周等期间,各相关部门

应当按照各自职责组织开展生态文明教育.

　　第二十二条　对在生态文明教育工作

中成绩突出的集体和个人,按照国家和本市

规定予以表彰和奖励.

　　第二十三条　本市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新闻宣传工作,通过召开新闻发布会、媒体

见面会等形式,主动发布生态文明建设相关

工作进展和成效.

　　第二十四条　本市加强与北京市、河北

省及其他地区的生态文明教育合作,采取交

流宣传活动经验、联合开展宣传活动等方

式,推进生态文明教育区域协同发展.

　　第二十五条　本条例自２０２２年１１月

１日起施行.２０１２年９月１１日天津市第十

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

会议通过的«天津市环境教育条例»同时

废止.

—７３—

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２２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