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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为了保护本公司周边文化遗址和宗教圣地，特制定本程序。

二、范围

本规定适合于公司周边文化遗址和宗教圣地。

三、职责和权限

3.1 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进行评估是否进行此项工作。

3.1 当地文物保护部门负责文化遗址和宗教圣地的保护。

3.2 公司的运营活动对文化遗址和宗教圣地产生不利影响时，利益相关方

(包括原住民)可以向公司组织人事科提出申诉与投诉。

3.3 公司组织人事科负责周边文化遗址和宗教圣地的申诉与投诉的处理。

四、 定义

4.1 文化遗址:是古代人类的建筑废墟以及在对自然环境改造利用后遗留下

来的痕迹，如民居、村落、都城、宫殿、官署、寺庙、作坊等。

4.2 大遗址:包括反映中国古代历史各个发展阶段涉及政治、文化、宗教、

艺术、军事、科技、工业、农业、建筑、交通、水利等方面历史文化信息，具

有规模宏大、价值重大、影响深远特点的大型聚落、城址、宫室、陵寝墓葬等

遗址、遗址群以及文化景观。

4.3 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以物质形态保留的

历史遗存。

4.4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种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

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

4.5 原住民:与领土和周围自然资源的密切联系的居民。在中国大陆，原住

民特指“土地所属农村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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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政策声明

本公司遵守国际公约和国家法律法规，对文化遗址和宗教圣地实施保护。

充分尊重宗教信仰自由。

六、文化遗址和宗教圣地保护管理规定

6.1 物质文化遗产被视为一种具有文化、科学、精神或宗教价值的独特且

往往不可再生的资源，包括具有考古、古生物、历史、建筑、宗教、美学或其

他文化价值的可移动或不可移动的物体、遗址、群体结构、自然特征或景观。

6.2 公司在建设工程选址时，应当尽可能避开文化遗址和宗教圣地;因特殊

情况不能避开的，必须实施原址保护。

6.3 工程项目在立项、选址前，公司应当征求该项目立项审批主管部门的同

级文物行政部门的意见。

6.4 实施原址保护的，公司应当事先确定保护措施，作为建设项目重要内

容列入可行性研究报告或者设计任务书,并根据文物级别,报上一级人民政府文

物行政部门批准，未经批准，公司不得施工。

6.5 无法实施原址保护，必须迁移异地保护或者拆除的，公司应当报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迁移或者拆除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批准前须征

得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同意。

6.6 在基本建设工程中发现重要文物需要实施原址保护的，县级（市）以

上人民政府与公司协商后，可以另行安排用地或者收回土地使用权、退还已交

纳的土地出让金;造成本公司经济损失的，公司依法申请补偿。

6.7 公司的营运活动,影响到文化遗址和宗教圣地安全及其环境时,依法进

行限期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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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依法保护文化遗址和宗教圣地的义务，不得破坏、

损毁文化遗址和宗教圣地，并有权检举和制止破坏、损毁文化遗址和宗教圣地

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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