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 )被罢免的 ;

(五 )丧失中华人民共和Fl国籍的 ;

(六 )依照法徘被剥夺政治权利的 ;

(七 )丧失行为能力的。

代表资格终止,Hl代 表资格审查委员

会报请本级人叹代表人会常务委员会或者

乡级人民代表大会予以公告。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七条 (施行时问〕 本办法自

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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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国防教育条例

(1q92年 12月 4日 陕西省第七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o01l年 9月 ⒛ 日陕西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修订 )

第一章 总  则

第工幸 「△l防教育机构和职贞

第三章 国防教育对象、内容与形式

第四章 国防教育保障

第Ii革 法律责任

第六ψ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立法目的〕 为了普及和加

强㈧防教育,赠 强仝民丨口防观念,自 觉履

行冂防义务,根据 《巾华人民共和国⒈日防

教育法》,结合本省实际 ,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适用范围〕 本条例适用本

省行政区域内各申位、錾层群众性自治组

织和公民的回防教育活动。

第三条 〔方针原则〕 网防教育贯彻

全民参与、长尉J坚 持、讲求实效的方针 ,

实行经常教育与集中教育相结合、普及教

育与亟点教育相结合、理论教育与行为教

育桕结合的原则,针对不冂对象分类组织

实施。

第四条 〔权利义务〕 普及和加强口

防教育是全社会的共冂责任。公民有按受

「J防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第五条 〔领导与协同〕 各级人民政

府领导本行政区域内的口防教育△作,并

将lJ防教育纳入「J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

为廾展田防教育创造条件。

省军区、罕分区 (售 备区 )、 县 (市 、

区)人民武装部协冂问级人民政府丌展凹

防教育,协调驻地部队、军事院校参勹当

地的国防教育。

第六条 〔表彰奖励〕 各级人氏政府

及共有关部门对在国防教育工作中做出突

出贡献的申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国防教育机构和职责

第七条 〔国防教育机构〕 县级以上

回防教育办公室应当健全工作制度,配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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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职人员。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确 一次国防教育活动。单位负责人承担国防冖

定专人负责国防教育⊥作。        教育的组织领导责任,带头参加国防教育

第八条 〔机构职责〕 县级以上国防

教育办公室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冂防教育

T作 ,共+要职责是 :

〈—)组织、指导、协调和检查本行

政Fx域 内冂防教育工作 ;

(二 )声传和贯彻落实国防教 育的法

律、法规和政策 ;

(三 )拟定和实施国防教育计划,组

织开展日防教育活动 ;

(四 )协助有关部门加强国防教育师

资队伍建设 ;

(五 )组 织开展国防教育理论研究 ,

总结推广冂防教育工作经验 ;

(六 )负责国防教育的共他工作。

第九条 〔部 门职责〕 宣传、文化、

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部门应当根椐形

势和任务的要求,开展国防教育的社会宣

传教育T作 ,组织本地广播电台、电视台、

报刊、网络等主要新闻媒体开设回防教育

专栏,普及lJ防知识。

教育部门负责组织、指导、督察、考

核各级各类学校国防教育⊥作。

省军区、军分区 (警 备区 )、 县 (市 、

区)人民武装部负责民兵、预备役人员的

目防教育工作。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民政、司法、

公安等政府共他部门结合各自职责和△作

特点,负 责本系统、本行业的Fl防 教育

工作。

公务员管理机构、各级觉校、行政学

院应当将国防教育纳入培训教学计划,设

逻冂防教育课程 ,加强对干部的LT防教育。

第十条 〔单位职责〕 口家机关、社

会团体、企业享业单位应当将国防教育列

入干部职工教育计划,每年至少集中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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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承JR田 防科研生产、国防设施建设、

国防交通保障等任务的单位,应 当有针对

性地对职工进行国防教育。

第十一条 〔社团职责〕 工会、共青

团、妇联以及共他社会团体,协助人民政

府开展口防教育。

第十二条 〔基层组织职责〕 居民委

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结合征兵工作、拥    .
军优属以及重人节目、纪念日等活动,开

展国防教育。

第三章 国防教育对象、内容与形式

第十三条 〔重点教育与普及教育〕

国家机关、华业 带位ll⊥ 作人员,企业、

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负责人,民 兵、预

备役人员,高 等学校、高级中学和相当于

宀级中学的学丨,为 国防教育重点对象。

其他人员为口防教育普及对象。

第十四条 〔国防教育内容〕 口防教

育的内容依据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理

论、方针、原则确定,突 出爱口主义,体

现维护凵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需要 ,

增强依法履行回防义务的观念。四防教育

普及对象应当学习国防法律法规,了解冂

防知识与军事常识,熟悉公民的国防权利

和义务。

国防教育重点对象,还应当学习目防

理论、国防科技、国防专业幻l识 ,掌握必

备的军华技能。具体内容依照全民国防教

育人纲的规定执行。

第十五条 〔国防教育形式) 囤防教

育应当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采取专题

讲座、报告会、知识竟赛、军事体验、文



体活动等多种形式。重点对象和中小学生

还应当采取下列形式 :

(一 )冂 家机关和事业申位的工作人

员、企业和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负责人 ,

结合理论学习、业务培训和军事日活动等

形式,接受FT防教育 ;

(工 )省军区、军分区 (斡备区 )、 县

〈市、区)人 民武装部,结 合政治教育、

组织整顿、军筝训练、执行勤务,对民兵、

预备役人员进行国防教育 ;

(三 )高等学校应当将同防教育纳人

教学计划,设古图防教育教研机构,配备

专职教师,开 设国防教育课程,进行军事

训练,廾展lT防教育 ;

(四 )高级中学和相当于高级中学的

毕校,应当结合课堂教学、军事训练和社

会实践JT动 ,开展凵防教育 ;

(五 )初级中学和小学采取课堂教学

与课外活动相结合、思想品德教育与养成

教育相结合,开展同防教育。

第十六条 〔学生安全〕 学校以及承

担学↓军
·
0训练的单位,应 当针对不同年

龄段的学生科学制定军事训练方案、军争

体验方案,建立安全制度,制定安仝预案 ,

防止韦故发生。

第十七条 (国 防教育日〕 每年 9月

的第三个星期六为全民日防教育口。凵防

教育办公室和各部门、各单位应当集中组

织开展凵防教育活动。

第四章 国防教育保障

第十八条 〔经费保障〕 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应当将国防教育经费纳人财政预箅 ,

保障国防教育所需经费,并随着经济社会

发展逐步增加。

第十九条 (经 费使用〕 国家机关、

事业弟位、社会团体开展国防教育所需经

费,在本唯位预箅经费内列支。企业开展

国防教育所需经费,在本单位职工教育经

费中列支。

学校开展冂防教育活动和组织学生军

+I训练所需教学经费,在学校预箅经费中

列支,不得额外增加学生负担。

鼓励单位和个人捐资、捐物 ,支持冂

防教育事业。

第二十条 〔师资建设〕 国防教育办

公室负责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做好国防教

育教员的选拔、培训和管理工作,加 强国

防教育师资队伍建设。

省、设区的市国防教育办公室,根 椐

需要呵以组建图防教育讲师团。

第二十一条 〔教员选聘) 国防教育

教员应当热爱国防教育芋业,具有系统的

网防知识、必要的军事技能、较强的任教

能力。国防教育教员主要从下列人员巾

选聘 :

(一 )英雄模范人物、口防科技人员、

在职或者离休退休干部 ;

(二 )现役军人、人民武装干部、军

队退役人员和民兵、预各役骨干 ;

(三 )学校教师 ;

(四 )其他适合担任国防教育教员的

人员。

第二十二条 〔教员类别与职责) 国

防教育教员分为专职教员和兼职教员。

专职教员主要承担高等学校、高级中

学和相当于高级中学的学校的国防教育教

学和学生军事训练。兼职教员主要协助国

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

社会组织开展凹防教育活动。

专职教员应当具备教师任职资格或者

是军队派遣现役军人。

国防教育教员应当定期接受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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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十 三 条 〔军 队 支 持 J 伯 军 迷 、 绐 刍 土 ,o孜 筒 /·J公 室 屮仫 后 , 亻叹1彐

'`冫

、,·x     -

军分区 (膂备区 )、 县 (市 、×)人民武 府批准命名。

装部和驻陕部队、军事院校可以为有组织   第二十八条 〔国防教育基地扶持)

的国防教育l=动 选派教员,提供军小训练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冂防教育基地

场地、设施和共他便利条件。 的规划、建设和兮理 ,对廾展国防教育活

第二十四条 〔教材编审〕 省冂防教 动赍用支出较大的冂防教育基地,给予适

育办公室负贞组织编写全省Jm用 的冂防教 当经费补贴或者采取共他方式予以扶持 ,

育基础知识教材,报上级凵防教育办公宁 保障国防教育基地发挥作

"J。审查。 冂防教育基地向j社会免费开放。

设区的市田防教育办公室、省级狗关   第二十九条 〔支持社会国防教育活动〕

部门根据需要,iJ以 组织编写辅助性、补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鼓励、支持社会组织和

充性 Il防 知识读本,报省田防教育办公室 个人举办口防教肯展览、出版冂防教育作

审查。 品,开展公益性凵防教育活动。

国防教育教材未经审查不得出版发行。   第三十条 〔考核〕 国防教育办公室

第二十五条 〔特定场所义务〕  卜列  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凵防教育⊥作考核办法 ,

J汤所应当为公民接受回防教育提供便利:  组织对本行政区域的中位进行考核评估 ,

(一 )纪念馆、纪念地、重要历史人 并将考评情况作为评选文明中位、文明村

物故居、烈士陵冂、J扛命liJ史遗址等场所; 镇和双拥模范城 (县 )条件之一。

(=)博 物侪、科技馆、文化馆、青

少年宫、Π1防 园、兵器

"、

军史馆、部队

荣誉室等场所 ;

(三 )军革训练场所 ;

(四 )共他Jt有冂防教育功能的场所。

第二十六条 〔国防教育基地条件〕

木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场所具备下列条

件的可以申请命名为国防教育基地 :

(一 )有渺l确 的冂防教育t题内容 ;

(二 )有健全的菅理机构和规章制度 ;

(三 )有相应的LL防教育设施 ;

(四 )有必要的经费保障 ;

(五 )有显著的社会教育效果。

回防教育基地不冉具备前款规定条件

的,ll省国防教育办公室报省人民政府撤

销命名。

第二十七条 〔国防教育基地命名 )

申请命名国防教育基地,由所在地县级人

民政府逐级申报或者省级主行部门申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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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条 〔违法责任〕 有 卜叨j行

为的,分别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回冂防教

育法》笫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

五条、笫三十六条规定处+l;

(一 )拒 /s丌 展冂防教育活动的 ;

(二 )彻阝用、克扣冂防教育经贺的 ;

(三 )侵 占、破坏国防教育设施或者

损毁展品的 ;

(四 )寻衅滋刂,扰膏L凵 防教育工仵

和/T动秩序的,或者盗刖FI防教育名义骗

取钱财的。

第三十二条 〔乱收费责任〕 违反本

条例规定,在目防教育活动中或者借用凵

防教育名义乱收费的,由 价格部门或者有

关主管邮闸责令改正,限期返还;拒不改

正的,按非法收人的一倍罚款;对 负有 LL



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

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第三十三条 〔公职人员责任〕 负责

国防教育的国家工作人员,在同防教育I
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杈、徇私舞弊的 ,

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 法迪

第一章 总  则

笫二章 行业信用信息硅设

第三章 信lJ信
'自
征集

第四章 信川信洎披露和使月l

第五幸 异议信启、处理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章 总  则

第一条 〔立法目的) 为 了规范公共

信Π刂信澶的征集、披露和使用活动,建立

社会信ll体系,实现公共信用信虑资源共

享,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信用信息服务 ,

促进诚信社会建设,根据本省实际,制 定

本条例。

第二条 〔定义〕 本条例所称公共信

冂佶O足指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以及行使

肯躞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 (以 下简称响关

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四条 〔施行时问〕 本条例自

公布之日起施行。

机关和组织),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形成的反

映企业和个人信用状况的数椐和资料。

第三条 〔适用范围〕 本条例适用十

本省行政区域内公共信川信冶的征集、披

露、使用和监督管埋。

第四条 〔遵循原则〕 公共信用信总

的征集、披露和使用,应 当遵循合法、客

观、公正、及时原则,保守凵家秘密、南

业秘密,保护个人隐私。

第五条 〔政府职责〕 省、设区的市

人民政府应当编制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

划,建立联席会议制度,统筹社会信用体

系 ,± 设,协调解决公共信用信总工作中的

重大问题。

县级人民政府按照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规划,负责组纵实施本行政区域内社会信

/l体系建设工作,协调公共信用信息的采

集、上报、使用等工作。

第六条 〔主管部门及机构) 省人民

政府发展和改革行政郁门是本省公共信用

信虑工作主管部门,指 导、管理、监督公

共信用惊启的征 fl、 披蟊和使用。

陕西省公共信用信息条例

(⒛11年 ll月 扭 日陕西省第十一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 )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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