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 
《盘锦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的决定

（2020 年 3 月 30 日辽宁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

辽宁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十七次会议对盘锦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报请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的《盘

锦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进行了审议，决定同

意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的审查意见，

予以批准，由盘锦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布施行。

盘锦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

（2019 年 11 月 27 日盘锦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2020 年 3 月 30

日辽宁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笫十七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规范和促进文明行为，提升城乡居民文

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根据有关法律、法规，

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文明行为促进

工作，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文明行为，是指遵守

宪法和法律、法规规定，符合社会主义道德要求，

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维护公序良俗，引

领社会风尚，推动新时代社会文明进步的行为。

第四条  文明行为促进工作遵循法治与德

治相结合、他律与自律相结合、问题导向与奖

惩适度相结合的原则，推进社会公德、职业道德、

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建设，构建党委统一领导、

政府组织实施、各方分工负责、全社会积极参

与的长效机制。

第五条  市、县（区）精神文明建设指导

委员会统筹推进本行政区域内的文明行为促进

工作。

市、县（区）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机构具体

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文明行为促进工作，履行

以下职责：

（一）拟定文明行为促进工作相关规划和

计划；

（二）指导、协调相关单位开展文明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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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工作；

（三）督促、检查文明行为促进工作落实

情况；

（四）组织成员单位定期召开联席会议，

协调解决相关重大问题，通报工作情况；

（五）指导、协调新闻媒体开展文明行为

促进工作新闻宣传和舆论监督；

（六）其他有关文明行为促进工作。

市、县（区）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人

民团体、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应当

按照各自职责做好文明行为促进工作。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按照有关要

求，做好本辖区内的文明行为促进工作。

村（居）民委员会应当加强文明行为宣传

和引导，协助做好文明行为促进工作。

第六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当将文

明行为促进工作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规划，将文明行为促进工作所需经费列入本级

年度财政预算。

第七条  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

其他社会组织（以下简称单位）和个人，应当

积极参与文明行为促进工作。

国家工作人员、教育工作者、社会公众人

物等应当在文明行为促进工作中起表率作用。

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和教育机构应当教育、

引导未成年人遵守文明行为规范。

第二章  倡导与规范

第八条  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宪法和法律、

法规，遵守市民文明公约、村规民约、行业规范、

学生守则及其他行为规范，自觉践行文明行为。

第九条  倡导下列文明行为：

（一）维护国家形象，维护社会稳定，接

受爱国主义教育，抵制不良思想和腐朽文化；

（二）尊重、关怀、礼遇军人、退役军人、

军属及英雄烈士遗属；

（三）维护城乡容貌和公共卫生，爱护园

林、绿地和水体；

（四）保护辽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湿

地资源，保护辽河等河流水系，保护丹顶鹤、

黑嘴鸥和斑海豹等野生动物的繁殖、栖息地和

迁徙洄游通道；

（五）选择绿色环保低碳生活方式，节约

能源，节约用水，使用有利于环境和资源保护

的产品，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出行，主动减

少生活废弃物对环境造成的损害；

（六）科学合理使用肥料、农药、兽药和

饲料添加剂等投入品，对秸秆、畜禽粪污、病

死畜禽、农膜和农药包装等农业废弃物做无害

化处理；

（七）文明出行，文明使用公共交通资源，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先下后上，主动为老、弱、

病、残、孕、幼和怀抱婴儿的乘客让座；

（八）文明旅游，文明观看体育比赛和文

艺演出，在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科学馆

和纪念馆等场所参观或者学习时，保持安静，

遵守秩序；

（九）文明就医，尊重医护人员，维护医

疗机构正常医疗秩序，通过合法途径、方式和

程序解决医疗纠纷；

（十）文明施工，加强施工现场安全管理，

设置防护设施、安全标志和警示标志，防止扬尘、

渣土和污水等影响城乡环境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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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在职业活动或者工作中诚实守信、

廉洁自律、爱岗敬业、乐于奉献；

（十二）家庭成员之间和睦相处、互敬互

爱、相互支持、相互照顾；

（十三）帮助、关心老年人，为居家的老

年人提供生活照料、紧急救援、医疗护理、精

神慰藉、心理咨询；

（十四）关心、爱护未成年人，开展多种

形式的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社会活动；

（十五）移风易俗，文明节俭操办婚丧喜

庆事宜；

（十六）节地生态安葬，以鲜花祭奠、植

树祭奠、网络祭奠、清扫墓碑、诵读祭文等方

式开展文明祭祀；

（十七）邻里之间团结和睦，爱护和合理

使用公共空间、设施设备，主动参与楼院、社

区的绿化、美化活动；

（十八）遵守公共礼仪，用语礼貌，着装

得体，举止文明，尊重他人权利，尊重当地风

俗习惯和生活禁忌；

（十九）尊重知识产权，购买、使用正版

软件、书籍和音像作品；

（二十）其他引领社会风尚的文明行为。

第十条  鼓励下列文明行为：

（一）参与救灾、抢险、扶贫、济困、助残、

救孤等社会公益或者慈善活动；

（二）参与志愿服务活动；

（三）见义勇为；

（四）按照操作规范对需要急救的人员实

施紧急现场救护或者拨打急救电话并提供必要

帮助；

（五）无偿献血，捐献造血干细胞、人体

器官（组织）、遗体；

（六）利用自有场所、设施设立公益服务点；

（七）向社会免费开放单位内部厕所；

（八）在公共场所配备相对独立的母婴室、

第三卫生间等公共设施，设置自动体外除颤器

等急救设备；

（九）其他推动社会进步的文明行为。

第十一条  禁止下列不文明行为：

（一）破坏市政工程、园林绿化、环境卫

生等公共设施；

（二）随意涂写、刻画、张贴、悬挂、展示、

散发广告或者其他宣传品；

（三）在公共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内大声

喧哗、吵闹或者使用手机等便携式播放工具高

声播放音频、视频；

（四）每日二十二时至次日六时及中考、

高考考试期间，在进行文化、体育、健身、娱乐、

培训及声乐（乐器）练习等活动时产生超标噪

声影响他人生活、工作和学习，或者在已竣工

交付使用的住宅楼内进行产生环境噪声污染的

装修活动；

（五）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电梯或者等候

服务时，随意插队以致扰乱公共场所秩序；

（六）出店经营、占道经营或者占用公共

区域堆放商品、杂物，在经营活动中超标排放

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固体废物或者噪声；

（七）在禁止的时段和区域内露天烧烤食

品或者为露天烧烤食品提供场地；

（八）驾驶机动车未礼让行人，在禁止鸣

喇叭的区域或者路段鸣喇叭，违规使用远光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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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规变更车道、掉头或者停车；

（九）客运出租汽车驾驶员欺诈乘客、中

途甩客、空车待租拒载、不按计价器收费或者

强行拼客；

（十）行人通过路口或者横过道路，不走

人行横道或者过街设施，不按交通信号灯指示

通行；

（十一）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滋扰驾驶员、

乘务人员及其他乘客；

（十二）霸占、抢占公共座位或者应对号

入座的他人座位；

（十三）在住宅小区内及出入口处停放机

动车，妨碍公共道路、共有道路通行，占用、

损坏绿地或者小区设施，占用、堵塞消防车通道，

堵塞他人车库门；

（十四）在建筑物的阳台、窗户、屋顶、

平台、走廊、楼梯、消防通道等空间，放置危

害公共安全及妨碍他人正常生活的物品；

（十五）饲养宠物干扰他人正常生活，未

为宠物注射必要的疫苗，携宠物出户时未采取

必要的安全和卫生措施并及时清理宠物排泄物，

虐待、遗弃宠物，宠物死亡后未做无害化处理；

（十六）在建成区内携犬出户，未由完全

民事行为能力人采用束犬链牵领或者陪伴牵领

并主动避让他人，携带除法定工作犬之外的犬

只出入公园、广场、车站、商场、饭店、医院

和学校等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或者搭乘公共交

通工具；

（十七）在禁止吸烟的场所或者区域内吸

烟；

（十八）违规燃放烟花爆竹；

（十九）进行包含有色情、暴力或者低俗

内容的网络聊天、网络宣传、网络直播；

（二十）监护人或者陪同的成年人没有约

束未成年人遵守公共秩序以致损害他人合法权

益；

（二十一）其他严重违反社会公德的不文

明行为。

第三章  职责与保障

第十二条  每年 9 月 20 日为市文明行为促

进日。

市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负责确立每年

文明行为促进日主题。

各单位应当围绕文明行为促进日主题开展

相关活动。

第十三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及有关

部门应当科学规划、合理布局下列公共服务设

施，保障文明行为促进工作的实施：

（一）道路、桥梁和交通标志标线等交通

设施；

（二）人行横道、过街天桥、地下通道、

绿化照明和停车泊位等市政设施；

（三）盲道、坡道和电梯等无障碍设施；

（四）商场、超市、农贸市场和集贸市场

等生活设施；

（五）公共厕所、垃圾中转站和污水处理

厂等环卫设施；

（六）体育场（馆）、图书馆和影剧院等

公共文化设施；

（七）公园、广场等休闲娱乐设施；

（八）居住小区、街道、楼宇和门牌等地

名指位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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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广告栏、宣传栏等广告宣传设施；

（十）消防设施；

（十一）其他与文明行为促进有关的设施。

前款规定的设施，管理单位应当加强日常

检查，保证设施完好、运行正常、整洁有序。

第十四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有关部

门应当明确责任，着重加强履行以下职责：

（一）财政部门应当在公共财政支出中统

筹安排资金保障各类文明建设；

（二）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将文明行为规范

纳入学校法治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范围；

（三）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加强道

路交通法律法规和安全知识宣传教育，引导文

明出行；

（四）城市管理执法部门应当将文明行为

促进工作要求纳入岗位工作规范，文明执法，

对城市管理中带有普遍性、经常性、习惯性的

不文明行为加强监管，及时劝阻，有效制止，

依法处罚违法行为；

（五）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加强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及管理工作，推行垃圾分类

制度并形成长效机制，指导相关公用行业完善

文明服务规范；

（六）交通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公共交通

工具运营单位的监督管理，提高从业者的职业

道德修养和文明素质，提升文明服务水平；

（七）民政部门应当建立健全志愿服务登

记注册、服务记录等机制，加强志愿服务管理，

规范和促进志愿服务，应当加强宣传引导，推

进文明祭祀，规范殡仪服务；

（八）互联网信息主管部门应当完善互联

网信息内容管理和监督机制，加强对网络不文

明行为的监测，净化网络环境；

（九）商务、营商环境建设等主管部门，

应当将文明服务纳入行业服务标准，督促、指

导有关单位开展具有行业特色的文明行为促进

活动；

（十）文旅广电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公共文

化服务和旅游监督检查，规划、引导公共文化

产品创作、推广、宣传，倡导健康、文明、环

保旅游方式，规范旅游经营者、旅游从业人员

的经营服务行为；

（十一）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应当推进医疗

行业文明建设，将文明行医纳入医疗管理工作

规范，优化服务流程，加强医患沟通，促进医

疗机构、医疗场所的文明行为。

第十五条  承担文明行为促进工作职责的

有关部门，可以聘请文明行为劝导员、监督员，

协助做好文明行为的宣传、引导和不文明行为

的劝阻、制止等工作。

第十六条  发展改革、市场监管、金融监管、

税务等主管部门应当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参与建立全市统一的信用信息共享机制。

第十七条  公安机关、城市管理执法部门

和交通、生态环境、卫生、住房和城乡建设等

主管部门应当建立针对违法不文明行为的证据

采集、信息共享、执法合作机制。

第十八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及有关

部门、医疗机构、金融机构和公共服务企业等，

应当完善办事流程，简化办事程序，推进网上

预约、网上办理等信息化、大数据技术应用，

提供便捷高效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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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条  村（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

行业协会等组织在依法制定村规民约、居民公

约、管理规约、行业协会章程时，可以根据本

条例规定，对文明行为相关内容予以具体约定。

村（居）民委员会可以通过建立村（居）

民议事会、道德评议会、红白理事会、禁毒禁

赌会等机制，开展各类文明创建活动。

第二十条  单位应当对其工作场所、营业

场所或者服务区域范围内的不文明行为进行劝

阻、制止；不服从劝阻、制止的，应当报告有

关行政执法部门并协助取证。

第二十一条  单位应当将控制吸烟工作纳

入其日常管理，依法依规划定吸烟区域，在禁

止吸烟的场所设置明显的禁烟标志和举报电话

号码标识。

第二十二条  单位应当制定文明行为规范

引导措施，并将文明行为培训纳入任职培训、

岗位培训内容。

第二十三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当

建立志愿服务激励和保障机制，维护志愿者和

志愿服务组织的合法权益，并依照有关规定对

表现突出的个人和组织给予表彰奖励。

参加志愿服务活动的个人，有困难时可以

申请优先获得志愿服务。

志愿者和志愿服务组织依照规定在公共场

所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的，相关单位应当提供便

利。

市、县（区）人民政府可以通过政府采购

的方式，将部分公共服务事项和政府履行职责

所需要的服务事项委托给志愿服务组织承担。

第二十四条  对见义勇为和紧急现场救护

中表现突出的人员，相关部门应当给予表彰奖

励。

单位和个人对实施见义勇为和紧急现场救

护的人员，在能力范围内应当予以救援和保护，

协助提供证明材料。

见义勇为人员及其近亲属依法享受相关权

益保护。

第二十五条  无偿献血，捐献造血干细胞、

人体器官（组织）、遗体的，本人及其配偶、

直系亲属可以在临床用血、人体器官（组织）

移植等方面，依法获得优先或者优惠待遇。

第二十六条  在导盲犬、导听犬等工作犬

执行任务时，单位和个人应当提供方便，不对

其进行干扰，不拒绝或者附加条件限制其出入

公共场所、搭乘公共交通工具。

第二十七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及有

关部门和单位应当建立健全文明行为表彰奖励

制度和先进人物礼遇、困难帮扶制度。

第二十八条  单位在招录人员时，同等条

件下可以优先录用或者聘用获得各级文明实践

行为表彰奖励的个人。

第二十九条  单位和个人有权利用手机、

行车记录仪等电子设备，录制、拍摄不文明行为，

并向有关部门投诉、举报。

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当设立投诉、举

报平台并及时查处、反馈结果。受理投诉、举

报的相关部门应当为投诉人、举报人保密。

第三十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当设

立不文明行为曝光平台。对违反本条例规定受

到行政处罚且社会影响恶劣、群众反映集中的

不文明行为，依法予以曝光，但涉及未成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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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信息、个人隐私、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以

及其他法律规定不得公开的信息除外。

第三十一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文明行

为信用信息记录制度。单位和个人参加志愿服

务、慈善活动等文明行为的记录或者受到行政

处罚等不文明行为的记录，应当按照信用信息

管理有关规定录入信用信息档案，作为享受守

信激励或者受到失信惩戒的依据。

市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文明行为信用信息提

供、使用、修改、删除机制，由具体工作机构

按规定向相关部门和征信机构提供信用信息。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其

他法律、法规对其法律责任已有规定的，从其

规定。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第四项

规定，不听劝阻的，由接到报警的公安机关给

予警告；警告后不改正的，处二百元以上五百

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第七项

规定，由城市管理执法部门责令改正，没收烧

烤工具和违法所得，并处五百元以上二万元以

下罚款。

第三十五条  行政执法部门对不文明行为

人作出处罚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将处罚情况

录入文明行为信用信息系统。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应当受到

罚款行政处罚的行为人，可以申请参加社会服

务。行为人完成相应社会服务的，经相关主管

部门认定，应当依法从轻、减轻罚款处罚，并

免予记入文明行为信用信息记录。

社会服务的具体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制定。

第三十七条  行政执法部门怠于履行职责

或者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相

应机关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依法予以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三十八条  本条例自 2020 年 5 月 1 日起

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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