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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旅游条例

（2021年1月16日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

过 2021年5月28日云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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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保障旅游参与者的合法权益，

规范旅游市场秩序，合理利用旅游资源，促进旅

游业持续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

法》、《云南省旅游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德

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以下简称自治州）实际，制

定本条例。

第二条 自治州行政区域内涉及旅游的资

源保护、规划建设、经营活动、监督管理和服务，

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旅游业发展应当坚持科学规划、合

理利用、协调发展的原则，突出边境区位特色、民

族文化、热带和亚热带雨林自然风光，促进经济

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相统一。

第四条 自治州实施旅游强州战略，大力推

进全域旅游，推动旅游国际化、特色化、智慧化建

设，打造康养旅游和健康生活目的地。

第五条 自治州、县（市）人民政府应当将旅

游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建立完善旅

游业发展统筹协调机制，设立旅游发展专项资

金，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和服务保障体系建设，所

需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

第六条 自治州、县（市）人民政府应当建设

旅游大数据中心，建立健全全域旅游数据库，搭

建旅游企业大数据平台，为游客提供多渠道、全

方位、个性化、精细化的优质旅游服务。

第七条 自治州、县（市）人民政府旅游行政

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旅游业的指导、协

调、监督、管理和服务工作。其他有关行政主管

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共同做好旅游业发展的

相关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做好本辖

区内旅游业的发展工作。农场管委会应当配合

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做好旅游业发展的相关工作。

村（居）民委员会应当协助做好旅游业发展

工作。

第八条 旅游行业协会应当加强行业自律，

依法制定和实施行业规范，推动行业诚信建设，

维护行业合法权益和公平竞争秩序。

第二章 旅游规划与促进

第九条 自治州、县（市）人民政府旅游行政

主管部门负责组织编制本行政区域内的旅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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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规划，经上一级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

后，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并组织实施。

第十条 自治州、县（市）人民政府应当优化

旅游投资、经营环境，推动传统旅游创新，提升城

乡旅游服务能力。

鼓励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投资开发符

合旅游发展规划的旅游项目。

禁止建设歪曲和贬损民族传统文化的旅游

项目。

第十一条 自治州、县（市）人民政府应当培

养和引进旅游经营管理人才，支持有关院校培养

旅游从业人员，提高旅游管理和服务水平。

第十二条 自治州、县（市）人民政府应当在

土地供应计划中统筹旅游项目用地指标，合理安

排旅游项目用地。

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在审批景区（点）内的建

设项目时，应当征求旅游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

第十三条 自治州、县（市）人民政府应当合

理布局交通线路，规划建设旅游集散服务中心、

中转站和自驾车、房车露营地，加强旅游道路、停

车场、旅游厕所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自治州人民政府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

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交通运输、住房和城乡建

设等部门对旅游交通标志进行统一规划设置。

第十四条 自治州、县（市）人民政府应当支

持依法合理利用热带和亚热带雨林、传统村落、

民族特色村寨和泼水节、目瑙纵歌节、阿露窝罗

节、阔时节、孔雀舞、剪纸、织绵、户撒刀锻造、酸

茶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旅游项目，促进生物资

源、民族文化与旅游业融合发展。

第十五条 自治州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南

洋机工回国抗日纪念馆、畹町桥、芒市中缅边民

大联欢旧址、雷允飞机修造厂遗址、干崖宣抚司

署（刀安仁故居）等文化遗产的保护，挖掘、整理、

研究相关革命历史资料，加强爱国主义和革命传

统教育，推动革命历史文化旅游发展。

第十六条 自治州、县（市）人民政府应当推

动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有机结合，建设特色旅游

村镇，引导乡村旅游转型升级。

鼓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依法利用农

村土地开展住宿、休闲娱乐、农业生产生活体验

等乡村旅游。

第十七条 自治州、县（市）人民政府鼓励发

展研学旅行，支持机场、口岸、景区、高等院校、文

博单位、科研机构为研学旅行提供优惠和便利服

务。

第十八条 自治州、县（市）人民政府鼓励和

支持研发、设计、加工具有民族特色的食品、服

饰、纪念品、工艺品等旅游商品，打造具有地方特

点和文化内涵的特色品牌，促进旅游商品产业化

发展。

第十九条 自治州、县（市）人民政府应当做

好重大节庆假日期间旅游活动的组织和服务工

作。

第三章 旅游经营

第二十条 旅游景区（点）经营者应当维护

景区（点）公共秩序，保持环境整洁。景区（点）旅

游公共设施标志、标识应当使用规范汉字和傣

文、景颇文三种文字标识。

第二十一条 从事乡村旅游经营活动应当

符合旅游发展规划。

乡村旅游经营者不得在山体滑坡、泥石流、

洪水等自然灾害易发的危险地段开展旅游经营

活动。

第二十二条 经营高空、高速、水上、潜水、

探险等高风险旅游项目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取得经营许可。高风险旅游项目经营者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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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对直接为旅游者提供服务的从业人员的应

急救助技能培训，制定安全事故的应急预案，开

展应急演练，制作安全警示标识，并配备专业救

援人员和设施。

第二十三条 旅行社租用客运车（船）的，应

当选择具备合法资质的供应商，并签订旅游运输

服务合同。

承担旅游运输的客运车（船），应当符合保障

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配备具有相应资质的驾

驶员、船员，安装消防、救生等安全设施，并保持

安全设施正常使用。

第二十四条 导游和领队应当严格执行旅

游行程安排，不得擅自变更旅游行程或者中止服

务活动，不得向旅游者索取小费，不得诱导、欺

骗、强迫或者变相强迫旅游者购物或者参加另行

付费旅游项目。

导游在讲解中不得曲解少数民族语言，文化

和历史。

鼓励导游在从事业务活动时穿着少数民族

服装。

第四章 旅游监督管理

第二十五条 自治州、县（市）人民政府应当

加强旅游安全管理和旅游市场秩序监督检查，建

立健全旅游安全工作责任制，制定旅游安全事故

防范和处置预案。

自治州、县（市）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旅游突发

事件应对机制和救援保障体系，完善旅游警示信

息发布机制。

第二十六条 自治州、县（市）人民政府应当

加强旅游市场综合执法机构建设，确保人员、经

费、器材配备与旅游市场综合监管需求相适应。

第二十七条 自治州、县（市）人民政府旅游

行政主管部门及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旅

游诚信体系建设，建立旅游经营者、旅游从业人

员诚信和违法信息处置制度。

第二十八条 自治州、县（市）人民政府旅游

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完善旅游投诉管理机制，建立

网络受理平台，并在重大节庆假日期间组织相关

部门到主要景区（点）进行现场调查和解决。

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非法从业和

诱导、欺骗、强迫游客消费，以及串通涨价、哄抬

价格和价格欺诈等旅游经营违法行为的查处。

第五章 边境旅游管理

第二十九条 自治州、县（市）人民政府依法

组织开展与邻近国家的边境旅游合作交流，开发

建设跨境旅游项目和线路。

第三十条 自治州、县（市）人民政府支持利

用边境区位优势和芒市国际机场、瑞丽、畹町、章

凤、盈江等陆空口岸资源发展旅游项目，促进边

境旅游业发展。

海关、口岸管理部门应当依法简化通关手

续，优化查验程序，安全快速地做好出入境人员

及其行李物品和交通运输工具出入境通关保障

工作，为边境旅游活动提供便捷服务。

出入境人员应当遵守传染病防治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主动接受检验检疫。

第三十一条 自治州、县（市）人民政府应当

建立由外事、公安、文化和旅游、海关等部门参与

的边境旅游协调机制，完善边境旅游公共服务设

施，加强旅游综合执法监管，做好边境旅游的管

理和服务工作。

第三十二条 经营旅行社业务应当依法取

得许可。旅行社不得出租、出借旅行社业务经营

许可证，或者以其他方式非法转让旅行社业务经

营许可。

旅行社经营边境旅游，应当依法取得相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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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经营许可。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三条 自治州、县（市）人民政府旅游

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

员在履行旅游行政管理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

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行政主

管部门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

款规定的，由旅游行政主管部门给予批评教育；

情节严重的，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

未经许可经营旅行社业务的，由旅游行政主管部

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1万元以上10

万元以下罚款；违法所得10万元以上的，并处违

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对有关责任人员，

处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旅行社未经许可经营边境旅游，或者出租、

出借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或者以其他方式非

法转让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的，除依照前款规定

处罚外，并责令停业整顿；情节严重的，吊销旅行

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处

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本条例未做

处罚规定的，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七条 本条例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

会审议通过，报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审议批准，由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

布施行。

自治州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条例制定实施

办法。

第三十八条 本条例由自治州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负责解释。

各位代表：

受大会主席团的委托，我就提请本次会议审

议的《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旅游条例

（草案）》（以下简称《条例（草案）》作如下说明：

一、制定《条例》的必要性

多年来，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德宏

州委、州人民政府把旅游产业作为重要支柱产业

进行培育和发展，坚持高位推进，各级各部门齐

关于对《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
旅游条例（草案）》的说明

——2021年1月14日在德宏州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

德宏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王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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