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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通信设施建设与保护条例》经吉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于2023年7月27日修

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3年9月1日起施行。

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3年7月27日

省 人 大 常 委 会 公 告
第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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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通信设施建设，保障通信设施安全和

信息畅通，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

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通信设施的规划、建设、保护及

其监督管理等活动，适用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通信设施，是指向公众提供通信服务的通信

传输光（电）缆、基站、微波站、交换机、接入设备、无线室内覆

盖系统等通信线路、通信设备，以及与之配套的通信管道

（孔）、杆路、机房、铁塔、配电设备等设备设施。

第三条 通信设施是支撑经济社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

化发展的战略性、基础性、先导性公共基础设施，受法律保

护。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通信设施建设与

保护的组织领导，建立组织协调机制，支持通信设施建设与

保护工作，协调解决通信设施建设与保护中的相关问题。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村（居）民委员会协助做

好通信设施建设与保护工作。

第五条 省通信主管部门及其所属管理机构（以下简称

通信主管部门）负责全省通信设施的规划、建设与保护的监

督管理和组织协调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和改革、教育、工业和信息化、公

安、财政、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住房和城乡建设、交通运输、

水利、农业农村、商务、文化和旅游、市场监督管理、林业和草

原、政务服务和数字化建设管理等有关部门，按照各自的职

责做好通信设施建设与保护的相关工作。

第六条 电信业务经营者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和范

围履行相应的电信普遍服务义务，根据经济建设和群众生活

需要，逐步建设完善农村地区、边境及偏远地区等区域的通

信设施，持续扩大光纤网络、无线网络的覆盖范围，推进宽带

网络优化提速，提升网络服务质量。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为电信普遍服务

提供便利条件，在选址、建设、成本补偿、用地、用电等方面提

供支持。

第七条 通信主管部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电

信业务经营者、新闻媒体等应当通过多种形式，向社会公众

宣传、普及通信设施建设与保护的法律、法规和通信设施安

全、电磁辐射等方面的知识，增强社会公众对通信设施的保

护意识。

第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阻碍通信设施建设和

维护，不得危害通信设施安全。对危害通信设施安全的行

为，可以向公安机关或者通信主管部门报案或者举报。

第二章 规划与建设

第九条 通信设施建设应当坚持统一规划、合理布局、资

源共享，执行国家通信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符合安全生产、

环境保护等要求。

第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通信设施建设纳入本

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与国土空间规划。

通信主管部门应当组织编制通信基础设施专项规划。

通信基础设施专项规划应当以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为基础，与

详细规划相衔接。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在编制、修订相关专项规划

时，涉及通信设施建设的，应当征求本级通信主管部门的意

见。

第十一条 新建下列建设项目，应当同步规划建设通信

设施：

（一）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具有公共服务管理职能的企

业等公共机构的办公场所；

（二）公园、广场、旅游景区、自然保护区，以及文化体育、

应急避难等公共场所；

（三）公路、铁路、桥梁、隧道、城市道路及其防护绿带、

城市轨道交通、地下综合管廊，以及机场、港口、车站、码头、

渡口、通航建筑物、路灯、道路指示牌、公共视频监控等公共

设施；

（四）住宅区、住宅建筑、商务楼宇等建筑；

（五）其他存在通信网络覆盖需求且需要建设通信设施

的建设项目。

通信配套设施应当与项目主体工程同步规划、同步设

计、同步施工、同步验收。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在规划建设项目时，应当

征求通信主管部门的意见。开工建设前，建设单位应当通

知通信主管部门和电信业务经营者，通信主管部门和电信

业务经营者应当结合通信基础设施专项规划、网络覆盖需

求及建筑物结构等条件，与建设单位协商确定预留空间等

建设事宜。

存在通信网络覆盖需求且需要建设通信设施的改建、扩

建建设项目，按照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规定执行。

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进行老旧城区改造时，应

当将通信配套设施建设纳入有关规划设计文件，确保建设项

目充分预留通信设施配建条件。

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规范通信设

施建设审批流程，及时受理审批申请，优化审批程序，提高审

批效率。

第十四条 电信业务经营者新建、改建、扩建铁塔、杆路、

基站、传输线路、通信管道、无线室内覆盖系统等通信设施，

应当实行共建。

已有铁塔、杆路、基站、传输线路、通信管道、无线室内覆

盖系统等通信设施，应当实行电信业务经营者共享；不具备

共享条件的，应当采取技术改造、扩建等方式进行共享。

省通信主管部门应当制定通信设施共建共享办法，组织

协调通信设施的统一建设，并加强监督管理，推进通信设施

共建共享。

第十五条 鼓励交通运输、电力等公共基础设施及其附

属设施,在符合规范标准、安全生产、平等协商、责任明晰的

前提下，以合理公允的市场化方式向通信设施开放共享，合

理利用既有资源。

第十六条 从事通信设施建设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

等单位和人员，应当依法取得相应的资质和资格，并在资质

和资格规定的等级范围内从事相关活动。

第十七条 在自然保护地、文物保护区等区域建设通信

设施的，应当采取景观化或者隐蔽化的建设方案，与城乡建

设风貌相协调，并确保不破坏生态环境、不危及建筑和文物

安全。

第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划建设城市地下综合管

廊工程时，应当为通信线路进入管廊提供条件。

电信业务经营者不得在已建成城市地下综合管廊的区

域内建设通信管道和架空通信线路。

第十九条 电信业务经营者应当在大型公共场所和建

（构）筑物内的移动通信信号盲区、弱区，设置无线室内覆盖

系统。

大型公共场所和建（构）筑物的开发者、所有者和管理者

应当为无线室内覆盖系统的设置提供便利。

移动通信网络室内分布系统应当符合国家有关标准，满

足多套系统共享要求。

第二十条 住宅区、住宅建筑、商务楼宇等建设项目内光

纤通信设施工程的设计，应当满足多家电信业务经营者平等

接入、用户自由选择电信业务经营者的要求，所需经费应当

纳入建设项目概算。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向电信业务经营

者收取光纤通信设施进场费、接入费、协调费、分摊费等费

用，不得设置不合理条件，阻挠或者妨碍电信业务经营者向

用户提供公共通信服务。

电信业务经营者、建设单位、物业服务人等不得以签订

排他性协议等方式限制其他电信业务经营者平等接入，不得

阻碍其他电信业务经营者为用户提供服务或者使用项目配

套的通信设施。

第二十一条 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家强制性标准和规

范，组织对新建住宅区、住宅建筑、商务楼宇等建设项目内配

套建设的通信设施进行验收，并于验收合格后十五日内，将

验收文件报所在地通信主管部门备案。

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电信业务经营者不得将其

接入公用通信网。

第二十二条 电信业务经营者在建筑物上附挂通信线

路、设置小型天线、基站等通信设施，应当与城市和周围的景

观相协调，发射天线采用小型化、隐蔽化的建设方案。

在建筑物上设置小型天线、基站等通信设施，应当符合

建筑物的荷载要求，保证建筑物的安全和正常使用。

第二十三条 公共机构、公共设施、政府投资为主的建设

项目应当免费为基站、机房等配套通信设施建设提供场所和

便利。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

根据通信基础设施专项规划，制定、公布公共资源免费开放

目录，每年定期更新。

第二十四条 通信线路通过或者跨越公路、铁路、河道、

林地、草原、湿地、桥梁、涵道、地下通道、城市道路、城市管

网、电力管网、城市绿化等设施的，由建设单位与相关单位协

商，依法办理相关手续，相关单位应当提供便利。

第二十五条 基站应当符合国家电磁辐射安全标准，电

信业务经营者应当在基站设置标志，公布电磁辐射强度等信

息，并向所在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基站的电磁辐射提出异议的，电信业

务经营者应当委托具备资质的机构进行检测，检测结果应当

向社会公开。对检测结果仍有异议的，可以向所在地生态环

境主管部门投诉。

第二十六条 因新建、改建、扩建车站、机场、公路、铁路、

城市道路、桥梁、隧道、城市轨道交通等设施及供水、供电、供

气、供暖等管线设施，确需改动或者搬迁通信设施的，应当按

照先建设后拆除的原则，与电信业务经营者签订改动搬迁补

偿协议。

第二十七条 因新建、改建、扩建通信设施，确需其他设

施迁移或者造成其他设施产权人经济损失的，电信业务经营

者应当按照国家和本省的有关规定给予补偿；无补偿规定

的，由电信业务经营者与相关设施产权人协商解决。

第三章 安全与保护

第二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审批建设项目

时，应当充分考虑通信设施建设与保护的需要。对可能影响

通信设施安全运行的，应当与通信主管部门协调解决。

第二十九条 从事施工、生产、种植树木等活动，不得危

及已有通信设施的安全或者妨碍线路畅通；可能危及通信设

施安全时，从事该活动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通知有关电信业

务经营者，并负责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已经危及通信

设施安全或者损坏通信设施、阻断通信的，应当恢复原状或

者予以修复，并赔偿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

第三十条 设置架空或者地下石油、供气、供水、供电等

管线需要与通信管线交叉穿越、平行建设时，应当符合国家

规定的间隔距离。因客观条件限制不能达到间隔距离要求

的，后建单位应当与先建单位协商，采取适当措施，确保先建

设施的安全，并承担相关费用。

第三十一条 未经通信设施产权人或者管理人同意，任

何组织和个人不得进入基站内部。通信设施产权人或者管

理人需要进入他人场所对通信设施进行维护管理的，该场所

的产权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提供通行和维护便利。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非法阻挠通信设施维护管理等

方式妨碍电信业务经营者向电信用户提供公共电信服务。

因非法阻挠、妨碍行为造成通信设施损毁、通信中断的，阻

挠、妨碍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二条 禁止实施下列危害通信设施安全的行为：

（一）盗窃、损毁、哄抢通信设施；

（二）擅自改动或者迁移他人的通信线路及其他通信设

施；

（三）擅自切断通信设施的电线、中断电源或者接入通信

设施供电系统取电；

（四）在通信设施安全保护范围内挖沙、采石、取土、堆

土、钻探、挖沟，修建粪池、牲畜圈、沼气池等；

（五）在有地下管道、通信光（电）缆标志的地面上倾倒含

酸、碱、盐等腐蚀性的废液、废渣；

（六）在通信设施安全保护范围内烧荒、爆破、堆放或者

停放易燃易爆物品；

（七）在通信设施上附挂物体、攀附农作物、拴系牲畜、攀

爬杆塔；

（八）涂改、移动、拆除或者损毁通信设施安全警示标志、

保护设施；

（九）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危害通信设施安全的行为。

第三十三条 执行应急通信保障和通信设施抢修任务的

车辆，经当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批准，在保障交通安全

畅通的前提下,可以不受禁止机动车通行标志的限制。

通信主管部门应当向执行应急通信保障和通信设施抢

修任务的车辆核发国家应急通信标识。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阻碍应急通信保障和通信设

施抢修车辆及人员进入通信保障应急处置场所或者通信设

施抢修、维护现场，不得违法收取费用。

第三十四条 电信业务经营者应当加强所属设施的保

护，落实安全保护措施，并与有关单位共同做好联防工作，防

范、制止危害通信设施的行为。

第三十五条 从事废旧物资收购经营的单位和个人在收

购废旧通信电缆等通信设施时，应当遵守国家有关废旧金属

收购、再生资源回收的规定。

第三十六条 通信主管部门应当建立通信设施安全保护

监督检查制度，依法加强对电信业务经营者的监督管理。

第三十七条 通信主管部门监督管理人员履行职责，可

以采取下列措施：

（一）进入通信设施场所进行检查；

（二）向有关单位和人员了解情况；

（三）查阅、复制有关文件、资料、凭证。

对涉及被检查单位的秘密信息，通信主管部门监督管理

人员应当为其保密。

被检查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接受检查并予以配合，不得

拒绝、阻碍。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已经规定

行政处罚的，从其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二款规

定，不执行有关通信设施共建共享规定的，由省通信主管部

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

罚款。

第四十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省通信主管部门责令

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一）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不能满足多家电

信业务经营者平等接入要求的；

（二）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未采取必要的安全防

护措施，造成通信设施损坏或者阻断通信的。

第四十一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非法阻挠或者妨碍电信

业务经营者向用户提供公共电信服务的，由省通信主管部门

责令改正，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向电信业务经营

者收取费用或者设置不合理条件的；

（二）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以签订排他性协

议等方式限制其他电信业务经营者平等接入的；

（三）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一条第二款，非法阻碍通信设施

维护管理的。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建设

单位未将建设项目配套通信设施验收文件报送备案的，由省

通信主管部门依照《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给予处罚。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电信业务经营者将

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配套通信设施接入公用电信网

的，由省通信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或者已经造成危

害后果的，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实施危害通

信设施安全的行为的，由省通信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对个人

可以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可以处二万元以

上五万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公共机构、公

共设施、政府投资为主的建设项目的产权人、管理人或者使

用人不向基站、机房等配套通信设施建设免费开放建设空间

的，由其上级机关或者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对负

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处理。

第四十五条 通信主管部门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

权、徇私舞弊，尚不构成犯罪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五章 附 则

第四十六条 本条例自2023年9月1日起施行。

吉 林 省 通 信 设 施 建 设 与 保 护 条 例
（2017年6月2日吉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通过 2023年7月27日吉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修订）

●吉林省政治经济学学会公章
（508323740）及 法 人 章（ 金 喜 在 ，
2201961150896）遗失，声明作废。●周艳丽将朝阳区红旗街54号的
房屋拆协议丢失，协议书编号：GCXY—
H147，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寻亲启事
无名氏，男，年龄70岁左

右，身份信息不详，瘫痪。
2023年 8月 24日，由镇赉县
赉北派出所民警护送至我站
接受救助。由于该人瘫痪，被
我站工作人员送至镇赉县人
民医院进行身体检查，确诊为
肺结核。随即转至镇赉县人

民医院传染病房接受住院治疗。我站通过多
种形式进行公开寻亲至今，均无人认领，无法
查明其身份信息。现该人于2023年9月8日
早6点病逝，望该人的亲友或知情者请在公告
发出30天内与吉林省白城市镇赉县救助管理
站联系，逾期将进行火化处理。联系电话：
0436-7221939

镇赉县救助管理站 2023年9月8日

他项权证遗失声明
他项权证号码：双房他证字第20488号，

房屋产权证号码：双房权证字第2—002829
号，房屋坐落在紫金花园小区1号楼2单元3层
西室，在双辽建行公积金委托贷款抵押，产权
人 ： 解 振 中 ， 身 份 证 号 码 ：
220324196310280614，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公 告
尊敬的客户：根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局关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

总局吉林监管局关于同意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交通支行终止
营业的批复》(吉金复(2023)2号)文件的相关要求，吉林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长春交通支行注销金融许可证，停止吸收公众存款，相关业务
由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大经路支行承接，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
谅解。特此公告

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交通支行
2023年9月11日

东辽河发源于辽源市，一水奔

腾，穿城而过。

在辽源市龙山区的东辽河河畔，

74岁的闫勋友带着一支义务巡河队

伍沿着河道捡拾着垃圾。数年如一

日，这些志愿与江河为伴的守护者，

风雨不误，默默躬耕，一路前行。

闫勋友是这支义务巡河队的队

长。7年前，闫勋友开始在东辽河岸

义务巡河、捡拾垃圾。巡河过程中发

现有代表性问题或者自己处理不了

的问题，他都拍照配上文字，及时报

给街道河长。无论严寒酷暑，他每天

都要沿3100多米的河段走上3小时

的路。几年来，他坚持志愿服务不松

劲，带出了一支31人的志愿巡河队。

他们用行动让河道两岸面貌得到改

善，赢得沿河居民一致称赞。

闫勋友曾获得水利部授予的“最

美河湖卫士”称号。

这仅仅是守护东辽河的一个缩

影。

守住源头，护住生态。河湖长制

工作开展以来，东辽县完成工程投资

2339.93万元，完成12条侵蚀沟专项

治理，种植水源地涵养林2450亩，建

设景观木栈道，河道插柳7公里，加速

推进辽河源头寻源之旅项目一期、二

期建设，全力整治修复源头生态环境。

地处东辽河源头的安北村，几年

前只是一个无人知晓的小村落，伴随

着辽源市东辽河流域治理进程的不

断推进，辽河源头满目翠绿，这里也

成为“春赏梨花品寒葱、夏寻源头游

花海、秋食野果观红叶、冬滑瑞雪住

民宿”的生态游胜地，八方游客四季

不绝。

这仅仅是生态河湖建设的一个

缩影。

仙人河是东辽河一级支流。“水

清岸绿，鱼翔浅底”正是现今辽源市

仙人河的真实写照。

谁能想到，这条此前被判定为黑

臭水体的穿城河流，经过治理，现已

成为一道亮眼的城市景观带。近年

来，通过截污控污工程、雨污分流改

造工程、污水处理扩容工程、生态修

复建设工程等治理措施，仙人河水质

明显改善，生态修复初显成效。

“原来路过河边得捂着鼻子跑，

住附近窗户都不敢开，现在可是大不

同嘞！”在仙人河岸散步的居民讲述

着这里的“旧貌”换“新颜”。

这仅仅是东辽河蝶变的一个缩

影。

近年来，辽源市深入推进河湖长

制工作，合力攻坚，实干笃行，持续加

大对东辽河流域水生态环境治理力

度，通过实施生态治理工程和水域生

态修复，推进多方位、立体式治理，推

动河湖长制从“有名有责”走向“有能

有效”，河湖“颜值”逐步提升，水体生

态逐年向好。

生命，因水而生；城市，因水而

兴。如今，辽源市东辽河生态环境质

量得到明显改善。东辽河畔，流水潺

潺、绿树成荫、一步一景。辽源市用

责任与担当将治水、护水的成绩单书

写在高质量绿色发展的史册中。

幸福河湖记者行——

寻 脉 东 辽 河
边境 本报记者 任胜章

本报9月15日讯（记者李开宇 张鹤）今天，吉林大学历史名

人纪念馆在长春市朝阳区东中华路415号正式开馆，成为继东中

华路上著名的名人浮雕墙之后，又一处崭新的文化地标。

走进纪念馆大门，一眼就见到几栋砖红色的小楼，浑厚古

朴。庭院中，以吉林大学合并前六校首任校长为原型的雕像和

写有“求实创新 励志图强”的校训石分立两旁。进入一号楼，宽

敞明亮的大厅里大屏幕上正播放着充满年代感的纪实影像。这

里共两层，分为“六校肇始 为国而生”和“高瞻远瞩 强基铸魂”

两个展区，主要以吉大合并前六校首任校长林枫、饶斌、江一真、

李四光、陈先舟、任抟九，以及吕振羽、匡亚明、唐敖庆等一大批

学校主要领导者的生平事迹为主。

一张张生动详实的图文、一段段珍贵的影像资料、一个个承载

着珍贵历史的“老物件”……在吉林大学历史名人纪念馆，仿佛可

以穿越时空，置身于那一段段峥嵘岁月，与大师们来上一场思想的

碰撞。

在吉林大学77年的建校历史中，无数的教育工作者胸怀报

国之志，从四面八方汇聚于此，呕心沥血、甘为人梯，在吉大乃至

吉林教育事业的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德泽永驻，风范长存。如今，大师们的身影渐行渐远，但他们

的风骨却早已深深地融入到吉林大学的血脉中。为了更好地铭记

历史，传承精神，继续前行，学校历时两年，建成了这座总占地面积

约2100平方米的历史名人纪念馆。纪念馆分为序厅、“六校肇始

为国而生”、“高瞻远瞩 强基铸魂”、“与国同行 风雨耕耘”、“薪火

弦歌 赓续传承”等多个展区，共64位吉林大学拓业先贤入选历史

名人纪念馆。目前，纪念馆主要对校内师生开放，接下来，在进一

步完善设施以后，将会对广大市民免费开放。

吉林大学历史名人纪念馆开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