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定的,登记机关还可以责令该宗教团体、

宗教活动场所撤换直接负责的⊥管人员。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一条、

第三 卜四条规定,侵 占、哄抢、私分、lJl

用、损毁宗教财产的,由 县级以 L宗教卒

务行政管理部门责令迪还;造成损失的 ,

依法承押民事责任;属于违反治安侍理行

为的,巾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竹理处罚 ;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四条 因家△作人员在宗教事

务行政管理 L作 中滥用职权、IL忽 职守、

徇私舞弊或者有丿t他违法行为的,由 主竹

部门或者行政监察部门依法给子行政处分 ;

构成犯罪HJ,依法迫究刖$责任。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的其他行为 ,

法律、法规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章 附  则

第四十六条 本条例自⒛Os年 10月 l

日起施行。

陕西省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办法

(19s^年 7月 犭 日陕西省第六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
⒛∝ 年 8月 3日 陕西省第十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修正
2008年 10月 9日 陕西省第十一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修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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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 r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冂   第五条 本省义务教育实行省人民政
义务教育法》,结 合木 省实际,制 定本  府统筹规划实施、设区的市人民政府组织
办法。                  协调、县级人民政府为主符理的体制。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

内的义务教育及其桕关活动。

第三条 本省实施ll家九年义务教育

制度,儿适龄儿童、少年必须接受义务

教育。

义务教育足各级人民政府必须予以保

障的公益性事业 ,坚持以公办学校为主。

实施义务教育,不收学费、杂费,逐
步免收教科书费。

第四条 义务教育必须贯彻同家教育

方针,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肖质黾和水

平 ,使适龄儿童、少年德、智、体、美全

面发展 ,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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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义务教茼纳

入叫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命 I坠 酉d王教

卣资源,促进城乡之闷、区域之闷、学校

之问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保唪所有适龄儿

市、少年依法平等享受按受义务教肖的权

利,淋实义务教育的责任。

乡 (镇 )人 K政府、街道办刂j处 l.当

按照㈤家规定,做好义务教育桕关 「作。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彳i政

部门贝体负贞义务教茼实施丁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和改革、财政、

人 lj、 彡I动 和社会保降、公安、文化、卫

-L、 建设、㈧土资源、氏政、工商、税务

等响关 il,门 在各山的职责范lF内 负责义务

教育实施上作 .

第七条 Ⅱ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督导

机lˉ 刘本级人民政府亻J关部闸、下级人民

政府及其小H关部闸和学校执行义务教育法

律法规l青 况、教育教r`质 ⊥以及义务教台

均衡发展状沙1等进行督导。

县级以⊥人民政府教育督守机构应当

建立和完普义务教育督导评估和监测制度 ,

制定本行政区域义务教育杆导△作规划并

红l织实施。肾导结果应当向本级人民政府

报毡,作为义务教育⊥作考核的土要依拥 ,

并向社会公布。

第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共有关

部门对在义务教育I作 中做山突山贞献的

学校、教育I作者和共他社会组织、个人 ,

给子表彰、奖励。

第二章 学  生

第九条 凡年满六用岁的儿童,共父

Ll或 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送共入学按受

并完成义务教育。条件不只备的地区的儿

主,i刂 以推迟钥l七用岁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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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龄儿童、少年免试人学。学校不得

组织或者变忄H组织人学考试,不得将外语、

臾数苛各种竞赛、竿级考试成纵作为人学

条件。

第十条 适龄儿童、少年囚身体状况

缶要延缓人学或者休学的,其父母或者其

他法定惭护人应当提山申访并附洧关证明。

延缓人学的,闸 户徘所在地的乡 (镇 )人

民政府或者城市街迫办华处批准;休学的,

llH学 校所在地的县 (市 、区)教育行政部

闸批准。

第十一条 以 (市 、区)人民政府应

当保障适龄儿芾、少年在户孺所在地就近

人}。 县 (市 、区)教茼行政部门根据适

龄儿童、少年数饪L和分布状况,合理划分

冫区,|B定和调整本行政区域内公办学校

的就近llJ生范币和人数,并向社会公布。

第十二条 适龄儿童、少年, {共 父

母或者共他法定监护人持本人及儿童、少

午的户锵证明,到 县 (市 、区)教 育行政

部门公布的汗区对应屮校办理人学于续。

第十三条 跟lll父 +l或者共他法定jh

护人在非户籍卩i在 地居住的适龄儿童、少

年,lk当 在新I期廾始二十冂前,rh共 父

日或者丿t他法定监护人持本人及儿童、少

年的户 lˉ 、居住、就业、流出或者转学等

证明,到属住地9i在学Ⅸ岣学校办il人学

于续。

超出学校力氵

`规

模不能接收适龄儿童、

少午人}的 ,Ⅰ∫校应 当 I× 时向县 (市 、

×)教育行政部门报告,冖l县 (市 、区)

教茼行政部闸统等安排就近人十的宁校。

第十四条 忄校应当执行学+JL竹 理制

度,不得拒绝本学区适龄儿童、少午入学 ,

不待责令学生留级、停学、退学或者开除

学生。

I校和居民委 jl会 、倒民委员会发现



未入学的适龄儿童、少年和辍学学生,应
当及时向乡 (镇 )人民政府、城市街迸办

事处报告。乡 (镇 )人民政府、城市街逆

办事处应当与县 (市 、区)教 育行政部

门、学校采取措施,共 l· 做好适龄儿童、

少年人学和辍学学生复学工作。

第十五条 禁止用人单位招用应当接

受义务教育的适龄儿童、少年。

经省、设区的市教育行政部门批准招

收儿童、少年学员的文艺、体育等 单位 ,

应当保llT学 员完成义务教育阶段的课程。

第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

织教育、建设、口土资源、发展和改卓等

有关部门,根据城乡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以及本行政区域内居住的适龄儿

童、少年的数旦和分布状况、地理环境、

交通条件等因素,制 定、调整学校设置规

划,并纽织实施。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进行城市廾发区、

居民住宅区和大型古遗址保护区的规划建

设,涉及学校拆迁、合并、重建、新建的 ,

应当将学校的设王和建设纳入桕关规划 ,

同步,l设 、冂步投人使用,并做好拆迁学

校师生的分流、安王△作。

第十七条 县级以⊥人民政府应当促

进义务教育学校的均衡发展,统一学校的

办学条件,缩小学校之间办学条件差距 ,

不得将学校分为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

办学条件的标准按照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

执行。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椐篇要,配
套建设义务教育学校学生宿舍、食堂和农

村义务教育学校教师周转用房。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推功农村巾小

I现代远T=教 自网络设施建设,利 用现代

信自技术丁段共字优质教育资源,提高农

忖中小学教育教毕质挝。

义务教育学校建设顼 目,应 当按照回

家规定减免义务教育学校建设项日规费。

第十八条 义务教育学校的校舍、教

学设施和共他设施设备的娃设、配各应当

符合网家规定的标准,其中建筑物抗震设

防标准应当高于当地普通建筑物的抗震设

防耍求,确保学生和教职工安全。

建设、消防等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

对学校建筑工程的设计、监理、施工和I
程质黾的监督管理。

第十九条 市、县人民政府应当将特

殊教育纳入义务教育发展规划,合理设置

特殊教育学校 (班 ),对视力残疾、听力

语言残疚和智力残疾的适龄儿童、少年实

施义务教育。特殊教育r莹校 (班 〉应当具

备适应残疾儿童、少年学习、康复、生活

特点的场所和设施,并配备相应的犄殊教

育教师和I作人员。

普通学校应当接收具有接受普lm教 育

能力的残疾适龄儿童、少年随班就读,并
为Jt学 习、康复提供帮助。

第二十条 口有事业单位举办的义务

教育冫校、承担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应当

接受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的依法管理和

业务指导。

省人民政府应当推进高等学校等口有

争业单位举办的义务教育学校管理体制改

革 ,逐步实行属地化管理。

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

教育行政部门不得以任何名义改变或者变

相改变公办学校的性质,不得利用财政资

佥举办民办学校。

第二十二条 学校不得擅 自将校舍、

场地和教育教学设施出让、出租或者改变

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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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途。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破坏学校

的校舍、场地和教育教学设施,不得扰乱

学校教学秩序、损害教学环境。

第二十三条 学校应当建立健全安全

管理制度,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加 强

学生安全教育,定期组织演练,及时消除

隐患,预防事故发生。公安、卫生、交通

等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依法加强指导和监督

管理工作。

学校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投保学/l

意外伤害校方责任险,所需费用在学校公

用经费中列支。

鼓励学生自愿参加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第二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

部门依法维护学校月边秩序,保护学生、

教师和学校的合法权益。

公安机关负责校园周边治安环境治理

和交通安全工作;卫生、工商行政管理、

质量监督、环境保护等行政主管部门负责

指导和监督学校周边的卫生防疫、食品安

全和环境污染防治工作。

禁止在学校周边新建严重污染环境的

企业,设立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腐

蚀性等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使

用场所设施以及其他。T能影响学校安全的

场所设施。已建成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组织迁移学校或者迂移、拆除、关闭企

业和场所设施。

禁止在学校周围二百米范围内开设网

吧、歌舞厅等常业性娱乐场所。

第二十五条 学校不得违反国家和本

省规定向学生收取费用,不得向学生推销

或者变朴H推销商品和服务。

第二十六条 学校实行校长负责制。

校长应当符合FJ家规定的任职条件和资格 ,

由县 〈市、区)教育行政部门依法聘任。

374

第四章 教  师

第
=十

七条 县级以上机构编制部门

应当会同教育行政部门根据教育事业发展

规划、生源变化和学校布局调整等情况 ,

核定教师编制并适时进行调整。寄宿制的

学校、特殊教育学校 (班 )应当配备专职

生活教师。

任何单位不得占用教师编制。

教师的招收录用实行公开招聘。由县

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具体实施,人事行政

部门指导、核准。

教师的职务评聘、交流、考核管理 ,

由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负责。

第二十八条 县 〈市、区)教育行政

部门应当均衡配置教师资源,统一调配所

属学校的教师,在教师配备、培训等方面

向农村边远学校和城镇薄弱学校倾斜。

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建立学校

校长、教师交流制度,采取多种方式,帮

助农村边远学校和城镇薄弱学校提高教育

教学和管理水平。

第二十九条 学校实行教师年度考核

制度。学校应当将考核结果作为教师聘任、

职务晋升、实施奖惩的依据。

对不能胜任教育教学工作的教师,由

县 (市 、区)教 育行政部门组织培训;经

培训仍不能胜任教育教学工作的,应当调

离教师岗位或者予以辞退。

第三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保

证教师的平均工资不低于当地公务员的平

均工资水平,并保证按时足额发放教师工

资、津贴以及政策性补贴。农村边远学校、

特殊教育学校和担任班主任的教师享受津

贴优惠待遇,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县 〈市、区)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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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应当按照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为教师办

理养老、医疗、住房等社会保险,改善教师

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保障教师的合法权益。

第三十-条 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

应当整合和充分利用教师继续教育资源 ,

制定教师继续教育规划和培训计划,定期

组织教师培训,提高教师职业素质。

学校应当制定教师继续教育培训计划 ,

保障教师参加培训的时间,并报销培训费

用;脱产学习的教师,共工资、福利待遇

不变。

第三十二条 本省逐步实行师范类专

业学生定向免费培养制度,定向免费培养

的师范类专业毕业生,按照定向免费培养

协议到学校任教。师范类专业学生定向免

费培养的具体办法,由 省人民政府制定。

第三十三条 教师应当遵守教师职业道

德规范,履行教育教学职责,关心和爱护学

生,尊重学生的人格,不得歧视学生,不得

对学生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

格尊严的行为,不得侵犯学生合法杈益。

教师不得组织或者参与本校学生的狗

偿家教活动,不得在校外社会办学机构兼

职、兼课。

第五章 教育教学

第三十四条 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

应当推进学校课程改革和考试评价制度改

革,建立科学的教育质量评价体系和学生

综合素质评价体系。

第三十五条 学校和教师应当按照国

家确定的教育教毕内容和课程设置开展教

育教学活动,保 证达到国家规定的教育教

学基本质量要求,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

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

第三十六条 学校应当以学/L日 常行

为规范教育为基础,将△校教育与家庭教

育、社会教育相结合,进行社会公德、传

统关德和法制宣传教茼,培养学生养成良

好的思想品德和行为习惯,形成健康的

人格。

学校应当根椐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特

点,开展心理健康教育,为学-L提供`b理

咨询服务。

第三十七条 学校应当加强体育教学

工作,保证学生的体育课时和课外体育活

动时间,组织开展课外体育健身运动,使

学HⅠ达到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学校体育设施应当在节假 日向学生免费

开放。

学校应当开展音乐、舞蹈、绘【呵等教

学活动,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提高学生

的艺术实践和鉴赏能力。

第三十八条 学校和教师应当按照园

家规定的课程计划,合理安排教半,减轻

学生课业负担,不得开办收费性补习班、

辅导班。

第三十九条 学校应当按照口家规定

的师生比例均衡编班和配备教师,学校不

得分设重点班和非重点班 ,不得违反规定

的班额增加学生人数 ,不得跨学区选招学

生,不得利用公办学校的名称、教育教学

设施、师资与民办学校和社会组织联合办

学,不得占用教学时间组织学仕参加与教

育教学活动无关的活动。

第四十条 未经审定的教科书,不得

出版、选用。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应当

加强对教科书选用的监督筒理。

学校应当按照国家和本省的规定,做

好教科书循环使用的发放、回收、消毒、

吏新等管理工作。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强制学

校、教师、学生订购教辅材料及报纸杂志。

△
I
l
l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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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经费保障

第四十一条 省人民政府统筹落实全

省义务教育经费的保障责任,根据各地财

政收入状况,确定全省各级人民政府分押

义务教育经费的项目和比例。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用于实施义务教育

财政拨款的增长比例应当高于财政经常性

收入的增长比例 ,保证按照在校学生人数

平均的义务教育费用逐步增长,保证教职

工工资和学生人均公用经费逐步增长。

上级人民政府对义务教育的投入,不

计人本级人民政府义务教 笥投人增长的

比例。

第四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

将义务教育经费在本级财政预算中单列 ,

实行专户管理,按照教职工编制标准、工

资标准和学校建设标准、学生人均公用经

费标淮等,及 时足额拨付义务教育经费 ,

确保学校的正常运转和校舍安全,确保教

职工工资按时足额发放。

第四十三条 县级以 ⒈人民政府应当

按照国家和本省消关规定,承担并足额拨

付义务教育经费保障资金。义务教育经费

保障资金主要用于免除义务教育学杂费、

免费提供教科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寄宿

生活补助、校舍维修改造、公用经费补助

等方面。

设区的市和县 (市 、区)人民政府应

当保证⊥级人民政府的义务教育转移支lxl

资金按照规定用子义务教育。

教育费附加应当按照冈家规定足额征

收,主要用于改善义务教育学校办学条件。

第四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根据

需要,设立义务教育专项资金,重点扶持

农村边远学校、城市薄弱学校和特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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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建设,主要用于寄宿制学校建设、校

舍维修、教师培训、远程教育、教学设施

配备等。

第四十五条 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向

义务教育捐赠,鼓励按照国家有关基金会

管理的规定设立义务教育基金,帮助农村

边远学校和城市薄弱学校改善办学条件。

第四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拨付的义

务教育经费和专项资金 ,任何组织和个人

不得侵占、截留、挪用。

县级以上教育、财政、审计、监察等

行政主管部门对义务教育经费拨付和使用

情况依法实施监督管理。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七条 学校违反本办法第九条

第二款、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二十二条第

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三十八条、第三十

九条规定的,由 县 (市 、区)教育行政部

门责令限期改正 ;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

予处分;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第四十八条 教师违反本条例第三十

三条第二款规定的,由 县 (市 、区)教育

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由所

在学校给予处分,情节严重的,予以解聘。

第四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其他

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以

及其他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八章 附  则

第五十条 民办学校实施义务教育依

照民办教育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民 办

教育法律、法规耒作规定的,适用义务教

育法和本办法。



陕西省牲畜屠宰管理条例

(200g年 12月 】2日 陕西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

第一章 总  则

第=章 定点屠宰

笫三吊 屠宰与检验

第四章 经茼竹理

第五章 证、章、标志牌衍理

第六幸 监督竹理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笫八章 附  则

第-章  总  则

第-条 为了加强牡畜屠牢带埋,规

范牲畜屠宰行为,保 证畜类产品质旦安仝 ,

保护人民身体健康 ,根据伯关法律、行政

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牡畜包括:猪 、

牛、羊等;畜 类产l甲l包 括:牲畜屠宰后未

经加I的牲畜胴体、肉、脂、脏器、血液、

骨、头、蹄、皮等。

第三条 本条例适用于木省行政区域

内的牲畜屠宰经苜及其监督衍理活动。

第四条 本省实行牲畜定点屠牢、集

中检疫制度。未经定点,任何唪位和个人

不得从事牲畜屠字 lT动 。但农村居氏在当

地自宰自食的牲畜除外。

第五条 县级以 E人民政府应当加强

刈牲畜屠宰竹理△作的领导,鼓励、引导、

扶持牲畜定点屠宰厂 (场 )标准化、规模

化建设 ,改善牲畜屠宰企业的生产和技术

条件,协调解决牲奎屠宰管Tl± 工作中的亘

人问题,加强牡畜定点屠宰的宣传△作。

县级以 L人民政府应当将牡畜屠牢竹

理I作所需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箅。

第六条 省人民政府商务行政+管部

门负责全省牡畜屠宰监督管理T作。

设区的市、县 (市 、区)人 民政府商

务行政+符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牲畜屠

宰监督带邺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畜牧兽医、卫生、

工而行政符理、质量技术监督、环境保护、

民族扌务等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本

行政区域内牡畜屠宰相关管理工仵。

第七条 商务行政主管 n·F门 应当讪丨强

对行业协会I作的指导,支持行业协会廾

展行业自律、推广先进技术工艺、提供相

关技术服务。

第八条 从事沽真用牡 畜屠宰的,除

符合本条例规定外,还应当遵守 《陕 +h省

沽真食品生产经苜符理条例》的桕关规定。

第二章 定点屠宰

第九条 省商务行政土侍部门会冂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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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一条 本办法 自公布之 日起  施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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