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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中小学保护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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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9⒇ 年 8月 z日 陕西省第七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

2010年 3月 笳 日陕西省第十一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修正 )

第六章 附

笫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校园校产保护

第三章 教半环境教学秩序保护

第四章 教师学生人身安全保护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十条 省人大常委会建立接待代表

来信来访制度。全国人大代表或者省人大

代表来访时,根据代表要求,省人大常委

会主任、副主仟、秘书长应当及刚接待 ,

听取代表意见,回答代表提出的问题。

第十一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汩J,

在设区的市或者县 (市 、区)人人常委会

协助下,代表可以按照便于组织和开展沽

动的原则,组成代表小组。

代表小组应当学习和宣传宪法、法律、

法规以及全口和省人民代表人会及其常委

会的决汊、决定;协助本级人民政府推行

工作;讨论法律、法规草案,提出修改意

见;丌展就地视察和调查研究;听取群众

的意见,向有关部闸反映。

设区的市、县 (市 、区)人人常委会

要积极协助代表小组开展活动,为他们捉

供方便。并向省人人常委会反映代表小组

活动情况。

第十二条 省人人常委会通过的地方

性法规和决议、决定,应及时印发代表。

省人人常委会办公厅、人事代表选举工作

委员会编印的有关材削、资料,要及时分

送代表。

第十三条 全田人大代表和省人大代

表应当冂原选举屮位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

联系,接 受选举荦位和人民群众的监督 ,

参加原选举唯位及共常委会安排的活动 ,

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

第十四条 省人大代表除参加省人民

代表大会和列席原选举单位的人民代表大

会及其常委会会议外,脱产进行视察、参

加代表小组活动、联系原选举单位和人民

群众的时问每年一般为二十天。

第十五条 全国人大代表的沽动经费

由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报仝冂人大常委会

办公厅拨 li。 省人大代表的活动经费,由

省财政厅拨lxl。 代表执行职务期闸,I资 、

奖金和福利待遇不变。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口起施行。

19gs年 3月 2日 ,陕西省第六属人民代表

人会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 《陕

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同省人民代

表联系的试行办法》喇l行废止。

第一章 总  则

第-条  为保障中小学教学活动的正

常进行,促进社会主义教育 fI业 的发展 ,

根据宪法和有关法律规定,结合本省实际 ,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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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境内中小学的校闶校产、
教学环境、教学秩序和教师学生人身安仝
的保护,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一切网家机关、社会闭体、
企业事业单位、村民居民组织、部队和公
民都有保护中小学的责任。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中
小学保护I作 的领导,并 负责本条例的组
织实施。

各级教育、公安、I商 、建设、环保、
土地等有关部门应当依照本条例履行其
职责。

第二章 校园校产保护

第五条 学校的校舍、场地、林木和
教学、生活、勤△俭学设施 ,以 及校办的
厂 (场 ),均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
人不得侵占和破坏。

学校使用的场地和用于勤工俭学的山
林、呆园、农田、池塘、牧场等士地,属
干全民所有的,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确认
使丹J杈 ;属于集体所有的,曲 乡级人民政
府审核 ,向 县级上地常理部门堤出中请 ,

由县级以 L人民政府批准。

经县级以~卜 人民政府确认使用和批准
使用的土地,由土地胥理部门发给土地使
用讧。

第六条 学校的校舍、场地必须用于
教学活动和勤△俭学,任何中位和个人不
得买卖或者非法转让。

第七条 学校停办、合并后,校 园、
校产应当继续用于教育事业。用于非教育
事业的,须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

第八条 实施城市、忖镇建设规划或
者其他建设必须征收、征用、占用学校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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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校舍的,须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

并根据需要划拨场地或者另建校舍。

第九条 学校不得在校冂内自建或者
与外单位联建家属住宅。

任何中位不得占用学校的校园、场地
为本单位修建办公楼或者家屑住宅。

巾小学教职工的住房,由 各级人民政
府和办学单位统筹解决。

第三章 教学环境教学秩序保护

第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校园
堆置货物、停放车辆、碾打粮食、种植、
放牧、取土、采石或者进行商贸活动。

禁止在校园恢复或者建造祠堂、庙宇、
坟茔和进行迷信活动。

第十一条 在学校月围,不得建造产
生污染、噪音的工厂、娱乐场所或者其他
设施。

在校门附近,禁 I上 修建公共厕所,设
置垃圾台,摆放垃圾桶。

第十
=条 禁止在校门附近开设农贸

市场。

小商小贩不得进入校闶叫卖,未 经许
冂不得在校门附近摆摊设点。

教职△∶、家属和学生不得在校FE内 兜
售商品。

第十三条 除教学需要外,任何人不
得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浔丨进人学校。

禁止非法携带匕苜、三棱 7J、 弹箕刀
以及其他管制刀具进入校ld。

禁止在学校打架斗殴、赌博、酗酒或
者其他滋扰教学秩序的行为。

第十四条 学校的教学活动由县级以
上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管理 ,其他任何
单位或者个人不得责令学校停课、放假和
抽调教师,进行非教学活动。



第四章 教师学生人身安全保护

第十五条 教师、学生的人身安全受

法律保护。

禁止以任何形式侮辱、殴打教师和学

生;禁止对学生进行堵截、威通、搜身。

教师不得体罚或者变相体罚学生,不
得侮辱学生人格。

第十六条 禁止对女学生进行调戏、

猥亵或者性侵害。

第十七条 学校、办学单位和教育行

政主管部门应当经常检查校舍,禁止安排

师生在危险房屋、场地住宿或者进行教学

活动。

第十八条 学校组织学生参加集会、

公益劳动、文化娱乐、社会实践、参观游

览以及其他集体活动,应 当指定专人柑队 ,

并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多所学校联合举

行的人型集体活动,公安机关应当派人协

助维持秩序,保护学生的安全。

第十九条 公安交通部门应当在逦过

学校门前的公路、街道旁设立标志 ,各种

机动车辆通过时应当减速慢行。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买卖、非

法转让校舍、场地或者在校园内联建家属

住宅以及外中位在校园内修建办公楼、家

属住宅的,由 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学校

限期收回;逾期不收凹的由教育行政主管

部门予以收回,用于教育事业,并由^L级

主管部门对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给

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体罚或

者变相体罚学生,侮恃学生人格,情节严

重的,由学校或者⊥级主管部门对直接责

任人给予行政处分;造成严重后果的,H司

司法机关依照有关法律予以处罚。

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在校门

附近随便摆摊设点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

门依照 《城乡个体工南户管理暂行条例》

予以处罚。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在学校

月围建造产生污染、噪音的I厂等设施 ,

或者在校门附近修建厕所、垃圾台的,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

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责令

共停止建设,限期拆除并处以罚款。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在学校

月围建造的I「 或者共他设施,污染学校

环境超过规定标准的,由 环境保护行政主

管部门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口环境保护

法》予以处罚,并 可责令共赔偿损失、停

产治理。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由公安机关依照 《中华人民

共和口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予以处罚 ;

构成犯罪的,由 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夸

责任 :

(— )侵占、破坏校园校产的 ;

(二 )在校园内进行迷信活动的 ;

(三 )携杵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以

及匕首、三棱刀、蝉簧丿J或者共他管制刀

具进入校园的 ;

(四 )在校园内打架斗殴、赌博、ll

酒或者滋扰教学秩序的 ;

(五 )侮辱、殴打教师、学生和对学

生进行堵截、威逼、搜身的 ;

(六 )调戏、猥亵、奸淫女学生的。

第二十六条 公民、法人或者共他组

织对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本条例第二十

条的处理决定不服的,。l以在接到处理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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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做出处璎决定的上

-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闸申请复议,对复议

决定不服的,可 以在接到复议决定之日起

+五 日内,向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也可以

在接到处理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直接向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公民、法人或者其他

组织逾期不中请复议,不向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叉不履行处理决定的,由做出处理

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致使

学校或者教师、学生的财产权、人身权受

到侵害时,受侵害单位或者受害人申请负

有保护责任的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履行职责 ,

受申请的行政主管部门拒绝履行或者不予

笞复的,受侵害单位或者受害人,可以依

照 《中华人民共和口行政诉讼法》向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八条 职业中学、言聋哑学校

和幼儿 ,L的保护参照本条例执行。

第二十九条 本条例自19∞ 年 10月 1

日起施行。

陕西省保护公民举报条例

(1991年 7月 夕 日陕西省第七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

2010年 3月 %日 陕西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修正)

第一条 为了保障公民举报国家机关

和国家工作人员违法失职行为的权利,保
护举报人不被打击报复,促进廉政建设 ,

根据宪法和法律有关规定,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公民对于网家机关的违法失

职行为和冂家△作人员贪污、贿赂、侵犯

公民权利以及其他违纪、违法的行为,有

权举报。

公民举报应当尊重事实,不得捏造或

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

第三条 本省各级检察机关、行政监

察部门根据本条例和各自的职权范围,受
理公民的举报。

其他国家机关以及国家工作人员的所

在单位,根据各自的职权范围,参照本条

例曼理公民的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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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报受理机构按照归口管理 ,分级负

责,互相配合 ,分工协作的原则,办理公

民举报。

第四条 公民的举报权利受法律保护。

对于公民的举报,一切同家机关、团体、

单位和个人不得阻挠、压制和打击报复。

第五条 举报可以书面或者口头提出。

举报应当说明被举报人的姓名、年龄、单

位、职务和违纪、违法事实,并提供必要

的证据或查证线索。

第六条 接受举报的工作人员,应 当

向举报人说明举报受法律保护,同 时说明

诬告应负的责任。

第七条 接受举报的工作人员,应 当

对接受的举报进行登记,注 明接受的日期

和接受人姓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