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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9%年 4月 药 日陕西省第八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009年 5月 刀 日陕西省第十一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修订)

陕西省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
未成年人保护法》办法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六条 压力管道设计、安装、

使用的安全监督管理 ,依照国务院的规定
执行。

第四+七条 本条例自2009年 10月 1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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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
未成年人保护法》,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
办法。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未满十八周
岁公民的保护,适用本办法。

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 ,培养
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
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领导和协调有
关部门做好本行政区域内的未成年人保护
工作,将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纳入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规划及年度计划,相关工作经
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设立
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并确定一名负责人
分管。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由本级国家机
关和有关社会团体的负责人组成,其办事
机构设在本级共产主义青年团委员会。乡
(镇 )人 民政府、街遒办事处应 当有专
(兼 )职人员负责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 :

(-)组织宣传保护未成年人的法律、
法规和政策 ;

第三条 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学校 (二 )制定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发展规
和家庭应当尊重和保障未成年人享有的生  划和年度工作计划 ;

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杈、参与权和受教 (三 )组织、协调、指导有关部门做
育权等权利,对未成年人进行理想、道德、 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制定涉及未成年人
文化、纪律和法制教育,促进未成年人在  权益的有关政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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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禾成年人保护法》办法

(四 )接受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
投诉、举报,督促有关部门查处侵^+未成
年人权益的案件 ;

(五 )组织开展未成年人杈益保护的
调查研究,向有关部门提出意见、建议 ;

(六 )总结推广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经
验,表彰奖励在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中有显
菩成绩的单位和个人 ;

(七 )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其他事项。
第六条 共产主义青年团、妇女联合

会、I会、残疾人联合会、关`b下 一代△
作委员会、肯年联合会、学生联合会、少

霞常靥黔霎屡銎雯香茄至帚阝蕹挡矍金晕
人的合法杈益。

第七条 保护未成年人,是 lj9家机关、
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
织、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未成年人
的监护人和其他成年公民的共同责任。

回家机关、社会组织、学校和家庭应
当采取措施,优化和改善未成年人成长环
境,教育、引导和帮助未成年人自尊、自

鼋啬晷霎谏昃鼍损霈肇暑卩墙蜇罂
感,遵守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

对侵害未成年人杈益的行为,被侵害
人及共监护人或者其他组织和个人有权向
有关部门投诉、举报,有关部门应当依法
及时处理。

第八条 回家机关制定社会政策、处

暑璧幂含耋蚕蚕:喜雀砻居辱霎耋雪徐翠
应当优先考虑未成年人的生命安仝。

笫二章 家庭保护

第九条 父母或者共他监护人应当为

未成年人创造良好、和睦的家庭环境,提
供必要的生活、学 J̄条件 ,以健康的思想、

默 卩是珊 篷 糕 廴涅

导未成

家庭中的其他成午人应当协助未成年

查哭阝

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教育、保护未成

第十条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遵
守下列规定 :

(一 )正确履行对未成年人的监护责
任和抚养义务 ;

(二 )保障适龄未成年人接受并完成
义务教育 ;

(三 )教育未成年人养成良好的思想
道德品质和行为习惯,预防和制止未成年
人的不良行为 ;

(四 )维护未成年人的财产权益,不
得非法处分、侵占未成年人的财产 ;

(五 )鼓励支持未成年人参加适宜的
家庭劳动、社会公益活动以及有益的文化
娱乐、社会实践活动。

第十一条 父母或者共他监护人 lx得

有 下列行为 :

(一 )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暴力 ;

(二 )虐待、遗弃、买卖未成午人 ;

〈三)教唆、强迫未成乍人从·
lJ违 法、

犯罪行为 ;

(四 )强迫、指使未成年人乞词、兜
售商品、卖艺等 ;

(五 )为未成年人订立婚约,允 许或
者迫便未成年人结婚 ;

(六 )歧视女性未成年人或者狗残疾
的未成年人 ;

(七 )其他不履行对未成年人的监护
职责和抚养义务、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或者影响其身`b健康的行为。

第十二条 父母因外出务I经商或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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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原因不能完全履行对未成年子女监护

责任的,应当委托有监护能力的其他成年

人代为监护,并经常保持与未成年子女、

受委托人的联系、沟通,及时掌握未成年

子女的生活、学 习和生理心璎等方面的

状况。

第十三条 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

监护人因违法犯罪被羁押或者身体有重大

疾病 ,不能履行监护责任的,或者有严重

恶习直按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应当

依法变更或者指定监护人。对没有监护人

的,由未成年人父母所在单位或者村民委

员会、居民委员会、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

第三章 学校保护

第十四条 学校应当贯彻回家的教育

方针,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

注重培养未成年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创新

能力和实践能力,促进未成年学生全面

发展。

学校应当以学生日常行为规范教育为

基础,迸行社会公德、传统美德、民主法

制和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教育,教育未成

年学生形成健康的人格。

第十五条 学校应当尊重和保障未成

年人的受教育权 ,接收适龄未成年人入学 ,

不得违反法律、法规和田家规定开除耒成

午学生或者责令未成年学生停课、停学、

退学。

学校处分未成年学生,应当听取未成

年学生及其父母或者共他监护人的申辩 ,

并对申辩的内容予以答复。未成年学生受

到处分后有改正表现的,学校应当在共毕

业前将处分记录从个人档案中消除。

第十六条 学校应当按照国家确定的

教学制度、教育教学内容和课程设置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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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活动,组织学生开展体育锻炼、文化

娱乐、卫生保健、社会实践等有益身心健

康的课外活动,不得加重未成年学生的课

业负担。

第十七条 学校、幼儿园、托儿所的

教职员工,应 当遵守职业道德规范,尊重

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不得体罚、变相体

罚或者侮辱、诽谤、歧视未成年人,不得

用罚款等干段惩罚未成年人,不得侵犯未

成年人的隐私权。

第十八条 学校应当对未成年学生进

行网络道德教育,提高未成年学生的判别

能力和自律意识,教育未成年学生文明上

网。学校的互联网上网场所应当为未成年

学生堤供健康、安全的网络环境和上网

月艮务。

第十九条 学校应当根据未成年学生

的身心发展特点,开展社会生活指导、心

理健康辅导、青春期教育和法制教育,为

耒成年学生提供心理咨询辅导。

第二十条 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应

当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开设家长课堂或者

家长开放日,保持与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

的沟通和联系。鼓励和支持学校与社会团

体举办公益性教育讲座 ,指导父母或者其

他监护人教育未成年人。

学校对有不良行为或者轻微违法行为

的未成年学生,应 当及时告知其父母或者

其他监护人,共 同做好教育工作,不得

歧视。

第二十一条 学校、幼儿园、托儿所

应当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定期检查校

舍和共他设施、场所 ,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或者报告有关部门处理。

学校、幼儿园应当对未成年人进行交

通、消防、卫生等安全教育和防灾避险教

育,制定突发性委件应急预案,定期组织



演练,提高未成年人自我保护的意识和能

力。教育、公安、卫生等部门应当加强防

险避灾演练等活动的专业指导。

学校、幼儿园组织未成年人参加集会、

文化娱乐、社会实践等集体活动,应 当采

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防 卜发 r∶ 人身安

仝事故。

第二十二条 学校、幼儿园、托儿所

应当建立健全卫生保健制度 ,提供必耍的

卫生保健条件,定 期进行卫 r+防疫检杳和

消毒,组织未成年人进行健康检查。

中小学校、幼儿困、托儿所的教室、

寝室、活动审和共他未成年人集中活动的

场所,禁止吸烟、饮酒。

第二十三条 学校应当根据未成午女

学生的忄理特点建设和配王卫生问,女卫

生问人均实际使用厕位应当多于男卫生闷

厕位。

学校和教师应当允许未成年女学生在

经期内暂不参加剧烈的体育Jr=动 。

第二十四条 学校的共产⊥义肖年团、

少年先锋队和尝生会组织应当开展佝益∫

未成年学生身,b健 康的活动,学校应当给

子艾持,并提供必要的经费和活动场月i。

第四章 社会保护

第二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共有关

部门应当加强对图书、报刊、音像制品、

电子出版物、网络信息和公共活动场所的

监督管I里 ,技励和支持有利于未成年人身

心健康的:义艺创作和/J普活动。

第二十六条  JP物馆、展览馆、关术

馆、科技馆、纪念馆、烈士纪念建筑物、

名人故屑、公共图书订、详校图书馆、文

化馆、文化宫、肯少午宫、儿童活动中心

等各类爱凵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和公益性文

化设施,应 当向未成午人免赀丌放,任何

J单位和个人不得挤占、毁坏或者改作他川.

肜剧院、体苘场馆以及共他适官未成

午人的经什性文化活动场所,应
"对

未成

年人优忠。

第二十七条 文化部闸l/当 会冂公安、

△商行政管理、电信符I梦箐部闸加强刈网

吧、游艺厅、歌舞厅等娱乐场所的监杆竹
T+,净化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岣社会文化

环境。

文化部门应当建立网吧社会监督制度 ,

会 ·l未成年人保护细织、关丿心下一代 「作

机构等招募志愿者为网吧监督员,对网吧

进行社会监督,制止在 i’l吧 浏览、 卜载、

发布、传播浮秽色l肓 内容的行为,制止未

成午人进人网吧。当地政府应当对lA吧监

督员提供必要的经赀补助。

省互联网协会应当发挥行业白律作ll,

受I坩互联 ll违 法有击信迫、的举报投沂,定
煳公布违法、违规网站名唯。网站、网吧

应当及时沽除、过滤或者屏蔽 Tl联 ll卜 不

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违法有害信启。

第二十八条 电信倚埋部门应当珈|Ji

移动lTl讯 、网络接人服务的符W,采取有

效拮施,防止逦过于机、互联网发布、传

lT淫秽色怙等违法有害佶息。

广播电彰电视「F门 应当加强 l·l络 视听

节目什璎 ,采取佶虐、ηi杏 、播出什Iψ 、记

录留存和违法有害信洎、发TlL、 防范、报告

抖施 ,保证网络视听节日内容HJ文 Hrl健康。

第二十九条 公口、游乐J汤 、体育场

(钴 )、 青少年宫等未成年人活动的公共场

所 ,其经茼者、常理者应当刈叫能危及未

成年人人身安个的设施没备,在 Ⅲ茗位

"设Ⅱ誓示标芯,并采取in应的保护抖施。

第三十条 中小学校Ⅱd周 边 ⒛0来之

内不得开设网吧、游艺厅、歌舞丿∫等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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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所和彩票投注站点,ω0米 内不得设立

彩票专营场所。

网吧、歌舞厅等不适宜未成年人 J+动

的场所 ,经营者应当在显茗位王设置未成

年人禁人标志 ,不 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 ;

禁止 ll未成年人出售烟酒,经营者应当在

显著位置设置不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的标

志。刈难以判明是否已成年的,应当要求

其出示身份证件。

第三十一条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

会应当支持学校、有关部门、社会组织和

社会工作者、志愿者开展未成年人保护工

作,协助学校、有关部门、社会组织廾展

未成年人文体滔动和社会实践活动。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对有严重不

良行为的未成午人,应 当配合公安、司法

行政部门以及具他社会团体开展帮教矫治

工作。

第三十二条 县级以上教育、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等部门对完成义务教育不再

升学的未成年人,应当组织实施职业教育

或者培训,为共创造劳动就业条件。

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不得以实习、

社会实践等为名,强迫、利用、变相招用

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从筝劳务活动。

第三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

合理设置残疾未成年人的特殊教育学校

(班 )和福利机构,为残疾未成年人学习、

生活、康复、医疗等提供保障。

普通学校应当接收具有接受普通教育

能力的残疾未成年人随班就读 ,并 为其学

习、康复提供帮助。

第三十四条 公安部门应当加强学校

周边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 ,在学校、幼儿

同门口以及其他未成年人集中出人的交通

道口,设置警示、限速、让行等交通标志

和施划人行横道线,市政部门应当根据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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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设置过街天桥、地下通逍。

在学校、幼儿园未成年人集中出入的

时段,公安部门根据需要安排民警或者协

管员维护校园门口的交通秩序。机动车、

非机动车应当主动避让未成年人。

公安部门应当加强接送未成年人机动

车辆的府督检查,严格核定车辆限乘人数 ,

及时排查安全隐患,保证车辆的安全性能。

第三十五条 工商行政管理、新闻出

版、广播电影电视、卫生等部门应当按照

各自职责加强广告的 mˉ 督管理,广告主、

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不得在报纸、杂

志、广播、电视、互联网上刊播损害未成

年人身心健康的广告。

第三十六条 工商行政管理、质量技

术监督、卫生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

加强未成年人学习生活等用品及学校月边

市场的监督筒理 ,依法杳处生产销售有害

未成年人健康的食品、药品、玩具、用具

和游乐设施等违法行为。

第五章 司法保护

第三十七条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

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部门在履行法定职责

活动中,应 当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

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在办埋未成年

人刑事犯罪案件时,应当由专人负责,人

民法院应当设立少年法庭,指定熟悉未成

年人特点、善于做未成年人思想教育工作

的审判员担任审判长,按照有关规定聘请

教育机构的教育工作者,共产主义青年团、

妇女联合会、工会、残疾人联合会的人员

担仟人民陪审员。

第三十八条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

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询问未成年证人、



被害人,应 当通知共监护人到场。无法通

知监护人或者监护人不能到场的,应 当通

知法律援助机构、未成年人所在冫校、未

成年人住所地的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

~·s者 当地未成年人保护机构指派人员到场。

第三十九条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

人民法院、司法行政部闸以及法律援助机

构、律师,可以就涉及未成午人案件存在的

问题,向有关组织和个人提出意见、建议。

第四十条 服刑的未成午人没有完成

义务教育的,司法行政部门应当会同教育

行政部门配备教师,制定相应的教学计划 ,

保证其~ll续接受义务教育,并有针 yjⅡ性地

开展,b理健康轴导。

解除羁抑或者服刑期满的未成年人复

学、升半、就业不受歧视。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未成

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

责,由公安机关对未成年人的父刂或者共

他监护人进行训诫,或 者依法予以治安处

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押j事责仟。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父 母

或者共他监护人无 j|当 跸由未保障未成年

人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的,Hl当 地乡镇人

民畋府或者县级教育行政部门给予批评教

育,责令限期改止勺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学校

拒收适龄未成年人人学,责 令学生停课、

停学、退学或者开除学生的,由教育行政

部门予以纠正;惰节严重或者逾期不改的 ,

对学校的有关负责人及直接责仟人给于行

政处分。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学校

未制定安全制度和应急预宋的,巾教育行

政部门给予批评教育,责 令改正;由 此造

成学生人身安令事故的,对直接负责的丰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子行政

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学校

教职员工对未成年学⊥实施体罚、变桕体

罚、侮辱、诽谤、歧视或者侵犯共隐私权

的,视情节轻重,由 共所在申位或者教育

行政部门给予批评教育、行政处分或者解

聘 ;l· 成民事侵权的,依法承担民筝责任 ;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经苜

者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或者未设王禁止未

成年人购买烟 ll△ 誓示标志的,H1工 商行政

管理部闸予以弩告 ,并处五十元以⊥二百

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 ,侵 害

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法律、法规 L± 有处

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四十八条 口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

玩忽职守、徇私舞弊,造成未成年人合法

权益受到侵害的,曲 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

主管部闸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单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九条 本办法白2009年 6月 1

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