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邯郸市志愿服务条例 
 

（2021 年 12 月 31 日邯郸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

议通过  2022 年 3 月 30 日河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

次会议批准） 

 
第一条  为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社会文明进步，倡导奉献、友爱、互

助、进步的志愿精神，增强公民志愿服务意识，鼓励和规范志愿服务活动，维护志愿者、志愿

服务组织和志愿服务对象的合法权益，根据《志愿服务条例》《河北省志愿服务条例》等有关

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开展的志愿服务以及与志愿服务有关的活动。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志愿服务，是指志愿者、志愿服务组织和其他组织自愿、无偿向社会

或者他人提供的公益服务。 

本条例所称志愿者，是指以自己的时间、知识、技能、体力等从事志愿服务的自然人。 

本条例所称志愿服务组织，是指依法成立，以开展志愿服务为宗旨的非营利性组织。 

第四条  市、县（市、区）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志愿服务工作的统筹

规划、综合协调和活动指导等工作，建立志愿服务工作协调机制。 

市、县（市、区）民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志愿服务行政管理工作。其他有关行政部门

按照各自职责做好志愿服务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组织、协调、推动城乡社区志愿服务工作。 

第五条  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等具体负责开展本单位或者本区

域的志愿服务活动。 

工会、共青团、妇联、科协、文联、残联、红十字会等有关人民团体和群众团体应当在各

自的工作范围内做好相应的志愿服务工作。 

第六条  每年 3 月 5 日为志愿者日,有关单位、新闻媒体等应当在当周集中开展和宣传志

愿服务活动。 

第七条  志愿服务经费来源于政府财政支持、社会捐赠和资助、志愿服务基金收益以及其

他合法来源。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将志愿服务事业发展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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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财政支持资金，支持和促进志愿服务事业发展。 

鼓励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捐赠财产用于志愿服务。符合税前扣除条件的，依法享受税

收优惠。 

第八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将志愿服务工作纳入创建文明城区、文明乡镇 (街

道)、文明社区(村)、文明单位的考核指标。 

鼓励将志愿精神纳入市民公约、村规民约、居民公约、行业规范和学生守则。 

第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可以依法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支持志愿服务运行管

理，并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向社会公开政府购买服务的项目目录、服务标准、资金预算等相关情

况。 

第十条  鼓励教育、科技、文化旅游、卫生健康、农业农村、交通运输、社会保障、生态

环境等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医院、学校、文化馆、科技馆等公共服务机构

利用专业优势成立专业志愿服务组织，进行专业培训，开展专业志愿服务活动。 

鼓励公民自发成立的志愿服务活动队伍加入志愿服务组织，并接受其管理。 

第十一条  鼓励企业事业单位、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和其他组织为开展志愿服务提供场所

和其他便利条件。 

村（社区）以及交通场站、文体场馆、医疗机构、旅游景区、窗口单位等公共场所应当设

立志愿服务站点，为开展志愿服务活动提供便利条件。 

第十二条  鼓励和支持志愿者、志愿服务组织依托志愿服务站点开展经常性、形式多样的

便民志愿服务活动。 

鼓励和支持志愿者、志愿服务组织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各级融媒体中心、

博物馆、文化馆、图书馆等阵地，开展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 

第十三条  志愿服务组织可以根据志愿服务活动的目的、要求以及申请参与志愿服务活动

的个人的实际情况，招募选择志愿者。 

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公益活动举办单位和公共服务机构可以自行招募志愿者开展志愿服

务活动。 

城乡社区、单位可以组织内部人员成立志愿服务活动队伍，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第十四条  志愿服务组织可以根据有志愿服务需求的组织、个人的申请，或者根据社会实

际需要，自主确定志愿服务活动项目。 

志愿服务组织可以承接政府向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接受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企业事业

单位、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和其他组织委托，依法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提倡优先为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和其他有特殊困难的社会群体以及个人提供志愿服

务。 

第十五条  志愿服务组织应当向志愿者公布志愿服务活动项目的内容，告知在志愿服务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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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对志愿者进行相关培训等。 

志愿服务组织应当避免安排志愿者从事需要承担重大管理责任、经济责任或者具有较大人

身伤害风险的服务活动。如果确有实际需要的，应当征得志愿者本人同意、依法与其签订书面

协议，并为参与可能发生人身伤害危险服务活动的志愿者购买相应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禁止组织未成年人参加抢险救灾等可能发生人身危险的志愿服务活动。 

第十六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行指派或者要求志愿者、志愿服务组织提供志愿服务，

不得以志愿服务的名义进行非法、营利、违背社会公德以及与志愿服务无关的活动。 

第十七条  市级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机构及其委托的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将信

息数据录入志愿服务信息系统平台，并逐步实现志愿者实名注册、志愿服务记录与查询、志愿

服务记录异地转移接续、志愿服务组织管理、志愿服务需求发布和项目对接的信息化管理。 

第十八条  志愿服务活动的组织者应当做好志愿服务记录，并根据志愿者的需要，以志愿

服务记录信息为依据，为志愿者无偿、如实出具志愿服务记录证明。 

第十九条  鼓励志愿者将其身份信息、服务技能、服务时间、联系方式等个人基本信息，

通过志愿服务管理平台登记注册，成为注册志愿者。 

本市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实行注册志愿者星级认证制度，依照志愿服务时长等条件确定志愿

者的星级，并作为奖励和回馈志愿者的主要依据。 

第二十条  市、县级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等可以根据各自职责组织开展志愿

服务活动，向未成年人开展法制宣传，培养未成年人自我保护的法律意识。 

第二十一条  鼓励和支持老党员、老干部、老模范、老教师、老战士等发挥自身优势，积

极开展、参与志愿服务活动。 

第二十二条  利用志愿服务组织、志愿者或者以志愿服务组织、志愿者的名义进行非法、

营利、违背社会公德等活动的，由民政、市场监督管理、公安等部门依法查处。 

第二十三条  志愿服务组织不依法记录志愿服务信息或者出具志愿服务记录证明的，由民

政部门予以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责令限期停止活动，并可以向社会和有关单

位通报。 

第二十四条  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公益活动举办单位和公共服务机构自行招募志愿者，

或者城乡社区、单位组织内部人员成立的志愿服务活动队伍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的，参照本条例

关于志愿服务组织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的规定执行。  

第二十五条  本条例自 2022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