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建省法治宣传教育条例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２４日福建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为了加强法治宣传教育,推进社会

主义法治文化建设,树立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

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推动全社会尊法学法守

法用法,深化依法治省,根据宪法和有关法律法

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法治宣传教育应当健全完善政府实

施、部门负责、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法治宣传教育

工作体制.

第三条　法治宣传教育应当坚持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坚持普及教育与重点教育、法治

宣传与法治实践、法治教育与道德教育相结合的

原则,增强法治宣传教育的计划性、针对性和实

效性.

第四条　法治宣传教育的内容包括以宪法为

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

以及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法治实践活动所

体现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法治思维等.

第五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

区域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将法治宣传教育纳入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纳入政府公共服务体

系,将法治宣传教育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予以

保障.

乡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做好本

辖区法治宣传教育工作.

第六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

门主管本行政区域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履行下列

职责:

(一)组织、指导、协调法治宣传教育工作;

(二)建立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

(三)制定并组织实施法治宣传教育中长期

规划和年度计划;

(四)推动法治实践活动;

(五)检查、考核法治宣传教育工作;

(六)办理法治宣传教育的其他事项.

乡 (镇)、街道司法所在人民调解、安置帮

教、社区矫正等工作中应当开展有针对性的法治

宣传教育.

第七条　行政执法机关、司法机关以及法律

法规授予行政执法职权的组织,应当履行谁执法

谁普法的普法责任制,负责制定法治宣传教育计

划和工作责任清单,明确工作机构和专 (兼)职

人员,并提供工作经费保障.

其他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

社会组织按照各自职责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工作.

第八条　在全社会开展宪法教育,弘扬宪法

精神.

每年十二月四日国家宪法日期间,各单位、

各部门应当开展以宪法为主题的宣传教育活动.

第九条　地方性法规、规章的制定机关在立

法过程中,应当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增强社会

公众对立法精神的理解;法规、规章通过后,实

施部门应当以多种形式对法规、规章的内容进行

宣传、解读.

第十条　行政执法机关、司法机关应当健全

行政执法人员、法官、检察官等以案释法制度,

建立以案释法资源库.

行政执法机关和法律法规授予行政执法职权

的组织,在执法过程中,应当向行政相对人释法

说理,告知相关的法律依据、权利义务、救济途

径等.司法机关在办案过程中,应当通过以案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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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等形式向诉讼参与人宣讲相关法律法规,及时

答疑解惑.

第十一条　国家机关应当建立和完善国家工

作人员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制度,并将法治素养和

依法办事能力作为考核的重要内容.

建立和完善领导干部集体学法制度,并将法

治建设成效作为考核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工

作实绩重要内容.

公务员主管部门和国家工作人员教育培训机

构应当将法治教育纳入培训规划.

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教育行政

部门应当将法治教育列入各级各类学校教学计划

和课程内容,加强法治教育师资队伍建设,提高

教师和学生的法治意识.

中小学校可以聘请具有一定法律知识和法治

实践经验的人员兼任法治副校长,协助学校开展

法治宣传教育.

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市场监督

管理、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经济和信息化、税务

等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对管理或者服务

的生产经营者进行法治宣传教育和培训,增强其

诚信守法、依法经营、依法维权的意识和能力.

生产经营者应当对从业人员开展法治宣传教

育,增强其法治意识.

第十四条　县级人民政府民政、司法行政等

有关部门应当采取多种形式向村 (居)民开展法

治宣传教育.

村 (居)民委员会应当配合有关部门,引导

村 (居)民依法维护权益、表达诉求、解决纠

纷、参与自治管理,并加强对流动人口的法治宣

传教育.

第十五条　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

和群众组织应当结合工作实际,对职工、青少

年、妇女儿童等群体进行法治宣传教育.

第十六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文化、新

闻出版广电等部门应当组织开展法治文艺创作、

展播和演出等法治宣传教育活动.

第十七条　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媒

体,应当围绕社会热点和典型案 (事)例,采取

开设法治专栏专题、刊播法治公益广告等形式,

开展公益法治宣传教育.

公园、景区、车站、机场、港口等公共场所

管理单位应当在其运营的公共区域采取有效形

式,开展公益法治宣传教育活动.

鼓励法学专家、法律工作者、法律专业学生

等加入法治宣传教育讲师团和普法志愿者队伍,

参与有关单位和部门开展的法律咨询、法治讲

座、法律援助等活动.

第十八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司法行政

部门应当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和大数据系统,加

强法治宣传教育信息化建设,运用云平台,开放

共享教育资源,满足社会公众法治知识需求.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将法

治宣传教育工作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精神文

明创建、绩效考核等综合考评体系.

第二十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定期向同

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报告法治宣传教

育工作,接受监督检查.

第二十一条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

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不履行本条例规定职责的,由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提出整改意

见;逾期不整改的,由同级人民政府予以通报,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据

有关规定给予处分.

第二十二条　本条例自２０１８年１月１日起

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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