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南省国防教育条例

(1996年 8 月 2 3 日海南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1996年 9 月 1 6 日起施行）

第一条为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公民的国防观念，发扬爱国主义精, 

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 

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在本省行政区域内的国家机关、政党组织、驻琼人民解放 

军和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社会团体、群众组织、企业事业单位、学校、城 

乡基层自治组织以及公民应当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本条例所称国防教育，是指对公民进行以爱国主义为核 

心内容的国防观念和国防知识的教育，启发公民自觉依法履行保卫祖 

国和其他国防义务。

第四条普及和加强国防教育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接受国防教 

育是公民依法享有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

第五条国防教育是国民教育的组成部分。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 

其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纳入国民教育体系。

第六条国防教育贯彻全民参与、长期坚持、讲求实效的方针，坚 

持经常性教育和集中教育相结合、重点教育和普及教育相结合、理论教 

育和行为教育相结合、现实教育与历史教育相结合的原则。

第七条国防教育的主要内容：学习国防理论、国防战略、国防历 

史、国防时事、国防精神、国防法制、国防体育、国防科技和国防常识等



方面的知识，开展国防技能培训。

第 八 条 省 、市、县、自治县、市辖区实行国防教育联席会议制度， 

负责国防教育的领导、监督和协调工作。

国防教育联席会议由省、市、县、自治县、市辖区人民政府召集。具 

体工作由国防教育联席会议指定的部门承办。

第九条各级国防教育联席会议的职责是：

(一）宣传贯彻国家有关国防教育的法律、法规、政策和本条例，并 

监督实施；

(二）制定本行政区域内国防教育的规划；

(三）检查指导并协调各有关部门开展国防教育工作；

(四）研究解决本行政区域内国防教育的重大问题；

(五）审定国防教育工作制度；

(六）制走国防教育经费管理和使用的规定。

第十条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社会团体、群众组织和人民武装 

部门在国防教育工作中分别履行下列职责：

(一）国防教育联席会议指定的部门负责国防教育的统筹安排、统 

一部署；

(二）教育部门应当将国防教肓作为各级各类学校教育的重要内  

容，纳入教学计划；

(三）民政、人事、司法行政部门应当结合拥军优属、转业复员退伍 

军人安置和法制宣传工作，开展国防教育；

(四）人民武装、人民防空部门应当在民兵建设、预备役建设、征兵、 

人民防空等工作中进行经常性的国防教育，并主动与有关部门协调，保 

证国防教育工作的落实；



(五）文化、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等部n 应当密切配合，采取 

多种形式，开展国防教育；

(六）体育、卫生部门应当积极开展国防体育、战地救护等国防教育 

活动；

(七）工会、共青团、妇联及社会团体应当结合自己的工作，开展群 

众性国防教育活动。

第十一条国防教育分为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两个系统，按照重 

点教育与普及教育_两个层次进行：

(一）国家机关、政党组织、社会团体、群众组织、企业事业单位、城 

乡基层自治组织的工作人员和现役军人、预备役人员、民兵接受重点教 

育，其他公民接受普及教育；

(二）高等院校、各类中专学校和中学的师生及小学教师接受重点 

教育，小学的学生接受普及教育。

第十二条社会系统的国防教育，由国防教育联席会议指定的部 

门负责组织，各单位具体实施。

社会系统的国防教育应当根据不同行业不同对象的特点，采取多 

种方式进行：

(一）国家机关、政党组织、社会团体、群众组织、企业事业单位通过 

政治学习和培训等形式，对其成员、工作人员、从业人员进行国防教育；

(二）人民武装部门依照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整组、训练、征兵等工 

作，对民兵、预备役人员进行国防教育；

(三）城乡基层自治组织结合征兵工作和拥军优属、重大节日、军民 

共建、纪念活动，对居（村）民进行国防教育。

第十三条学校系统的国防教育，由各级教育行政管理部门负责



组织，人民武装部门协助，学校具体实施。

学校系统的国防教育，应当按照学校的不同层次，采取下列方法进

(一）小学通过常识课等相关课程和课外活动对学生进行国防常识 

教育；

(二）高等院校、各类中专学校和中学除了结合各学科教学进行国 

防教育外，还应当通过开设军事课和实施军事训练等形式对学生进行 

国防教育。

第十四条驻琼人民解放军、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应当支持并指导 

驻地开展国防教育。

第十五条国防教育的师资可以从下列人员中选聘：

(一）各级领导干部和离退休干部；

(二）军队干部，专职武装干部，转业、复员、退伍军人；

(三）军事院校教员和高等院校、各类中专学校、中学、小学校的教

师；

(四）各级宣传部门的工作人员、政治辅导员。

省、市、县、自治县、市辖区应当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多种形式培训 

国防教育师资。

第十六条国防教育教材由省国防教育联席会议指定或者组织编

写。

教育、科研、军事等部门应当加强对国防教育理论的研究。

第十七条革命历史纪念馆（堂）和烈士陵园等，应当作为国防教 

育活动场所。

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创办预备军人学校、国防教育园和国防教育中



心等相对固定的国防教育基地。

第十八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国防教育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 

算。国防教育经费必须严格管理，按照经费管理使用规定，专款专用。

鼓励单位或者个人捐助国防教育事业。

民兵、预备役组织可以在法律、法规和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开展以 

劳养武活动，筹集国防教育经费。

第十九条各级人民政府对在国防教育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 

位和个人，应当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十条对拒不执行本条例的单位，由国防教育联席会议责令 

改正；情节严重的，由其上级主管部门按照管理权限对主要负责人或者 

直接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

应当接受国防重点教育的人员拒绝接受的，由其所在单位批评教 

育；经教育仍不改正的，按照管理权限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一条对扰乱国防教育秩序，破坏国防教育场所设施的，由 

公安、司法机关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给予处罚。

对挪用或者侵占国防教育经费的，由其上级行政主管部门依照国 

家有关规定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第二十二条本条例具体应用的问题，由省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二十三条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