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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

预防本|成年|人犯罪法》办法

(⒛15年 9月 ⒛ 日西藏自治区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半 )

第一条 为了保障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有效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

未成年人犯罪法》和有关法律、法规 ,结合自治区

实际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应当坚持

保护和教育、预防和矫治相结合的原则。

第三条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在各级人

民政府组织领导下实行综含治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设立政府有关部门、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共青团组织等组成的预

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领导协调机构 ,开展预防未

成年人犯罪的综含治理工作 ,办事机构设在同级

共青团组织。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设立的预防未

成年人犯罪领导协调机构的主要职责是 :

(一 )制定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规划 ;

(二 )指导、协调、督促、检查预防未成年人犯

罪工作 ;

(三)全面、准确掌握闲散、留守、流动等重点

未成年人的基本情况 ;

(四 )建立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的信息系

统 ,收集、汇总、分析相关信息 ;

结、推广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土作痉验,树立、表彰

先进典型。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设立的预防未

成年人犯罪领导协调机构应当依托青少年活动

场所、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开展未成年人法制、苷

示教育工作。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预防未

成年人犯罪工作经费列人本级财政预算 ,并予以

保障。

工作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 ,并予以保障。

第七条 乡镇人民政府、衔道办事处应当指

定专人负责本辖区内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法制

宣传教育工作。

第八条 居民(社区)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

当掌握辖区内未成年人基本
j晴

况 ,对矢学、失业、

家庭教育失管 (矢 当)或者有不良行为的未成年

人进行指导和教育 ;配含家庭、学校和有关部门

开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

第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等有关部门在组织职业技能培训时,应当

有计划地对已完成义务教育但未继续学业且已

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进行劳动技能培训和预

防犯罪教育。
(五)开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宜传教育 ,总



第十条 民政部门应当依法对辖.区 内流浪

乞讨的未成年人进行主动救助。救助机构应当

将救助的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分开管理 :并对有木

良行为的未成年人进行心理疏导和矫治。

第十-条 公安派出所应当掌握辖区内未

成年人的基本情况 ,对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

人进行帮教 ,并督促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

护人加强管教。

笫十二条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是全社会的

共同责任。全社会应当积极教育、引导未成年人

树立社会主义法制观念 ,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行和

遭纪守法的行为习惯。      .

家庭、学校应当承担起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

责任 ,根据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的特点 ,适时进行

心理健康教育和预防犯罪教育。

第十
=条 各级人民政府、学校、未成年人

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依法屐行职责 ,倮障

未成年人接受义务教育 ,防止未成年人因失学而

导致犯罪。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倮障未完成义务教育的

未成年犯接受义务教育。

笫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和教育行政

部门应当重视已完成义务教育、未继续升学的未

成年人接受职业教育和预防犯罪教育。

笫十五条 公安执勤人员和车站、机场、宾

馆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员发现未成年人夜不归

宿的,应当规劝、护送其返回住所或者采取其他

倮护措施 ,并及时通知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入。

对流浪乞讨的未成年人 ,应当引导、护送其

到流浪未成年人救助葆护机构或者流浪乞讨人

员救助站。

对于孤丿L或者被遗弃的未满十四周岁的未

成年人 ,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有关规定送其

到民政部门设立的儿童福利机构。

笫十六条 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

入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方面,应 当屐行下列

责任 :

(—)经常关注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状况 ,

培养未成年人养成良好的社会公德,遵纪守法的

习惯 ,防止未成年人实施不良行为或者严重不良

行为 ;

(二)教育和引导未成年人阅读、观看、收听

健康向上的髟视节目、音像制品、图书、报刊、电

子出版物和网络信息 ,抵制不良信息的侵害 ;

(三)预防和制止未成年人进人互联网上网

服务营业场所、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等不适宜未

成年人进人的场所 ;

(四 )主动与学校联系、沟通 ,了 解未成年人

在校情况,发现未成年人逃学、辍学的,应当及时

敬肓劝说其返校。

第十七条 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

人不得强迫未成年人辍学、务工、卖艺、乞讨以及

从事违法、犯罪活动。

笫十八条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发现未成

年人有不良行为或者严重不良行为的,应当及时

劝阻,正确引导、规劝其改正,不 得对其实施

暴力。

笫十九条 学校应当每学期安排不少于两

个课时的法制教育课程 ,叹备法律辅导员和心理

辅导敬师,对未成年人进行有针对性的心理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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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预防犯罪教育。提倡有条件的学校设立心理

辅导室。

第
=十

条 学校发现未成年人有不良行为

的,应当及时进行教育、帮助,不得歧视
`体

罚 ,并

告知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

学校发现未成年人有严重不良行为,或者组

织、参加实施不良行为团伙的,应当及时制止 ,并

告知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发现未成年人或者

该团伙有违法犯罪行为的,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

报告。

学校对实施不良行为或者严重不良行为的

未成年人给予处分前 ,应 当向未成年人及其父母

或者其他监护人说明理由,并听取申辩。处分撤

销的,学 校应当及时撤除学生档案 中的处分

记录。

第二十一条 学校、图书馆、文化馆、书店等

场所向未成年人提供网络服务 ,其计算机终端应

当安装和使用封堵破坏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色

情、暴力等有害信息的过滤软件。

第二十二条 被判处刑罚宣告缓刑、被判处

管制、被暂予监外执行、被假释的未戚年犯 ,应当

依照有关规定接受社区矫治。

司法行政部门应当对接受社区矫治的未成

年人实行分类管理 ,采取与其身心发育相适应的

矫治措施。

第二十手千 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

护人、学校、唐民(社区)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

配舍司法行政部门,做好刑满释放未成年人的安

置帮教工作。            .

第二十四条 教育、民政、人力资源和社会

倮障等有关邯门应当加强对刑满释放未成年人

的职业指导和短期技能培训 ,帮助、引导其复学、

就业。

第二十五条 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履

行本办法规定职责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学校不履行本办法规定职责的,由 教育行政

部门对负有责任的学校负责人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有监护能

力但不履行监护责任的,公安机关、乡镇人民政

府、街道办事处和居民(社区)委员会、村民委员

会应当对其进行批评教育,责令其履行监护

责任。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条规定

的,由公安机关责令整改 ;拒不整改的,处 ⒛⑾

元以上 sO0O元以下罚款。

笫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⒛16年 1月 1日起

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