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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结合沿

河土家族自治县（以下简称自治县）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自治县所辖区域界限如需变动，须由上级国家机关与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协商拟定，并

报国务院批准。 

    第三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是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和自治县人民政府。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设在和平镇。 
    第四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必须维护国家的统一，保证宪法和法律在本县区域内的遵守和执

行；把国家的整体利益放在首位，积极完成上级国家机关交给的各项任务。 

    第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照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及其他法律规定的权限，行使县级地方

国家机关的职权，同时行使自治权。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本县的实际情况，在不违背宪法和法律的原则下，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

措施，加速自治县经济、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对上级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如

有不适合本县实际情况的，报经该上级国家机关批准，变通执行或者停止执行。 

    第六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障各民族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教育 
他们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 

    自治县内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风俗习惯的自

由。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禁止民族歧

视、破坏民族团结的行为。 

    第七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法保护华侨、归侨、侨眷和台湾、香港、澳门同胞及其家属在本

县的合法权益。 

    第八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认真实施婚姻法，坚持男女平等、一夫一妻、婚姻自由的社会主义

家庭婚姻制度，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 

    第九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具有民族特点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对各族人民进行爱国

主义、社会主义和民族政策的教育，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

德，提倡文明科学的生活方式。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提倡尊老爱幼的美德，依法保护老人、妇女、儿童、残疾人的合 
法权益，禁止任何虐待和遗弃老人、妇女、儿童、残疾人的行为。 

    第十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对各族人民进行国防意识的教育，做好征兵、民兵、拥军优属

工作和复员退伍军人的安置工作，增强军政、军民团结，支持驻县人民武装警察搞好部队建设。 

    第十一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障各民族公民有信仰宗教和不信仰宗教的自由。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严禁任何人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

制度，干涉婚姻、家庭和国家行政司法的活动。 

    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 
    第十二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带领全县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

放，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加速本县经济建设和文化事业的发展，把自治县建设成为民族团结、

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文化发达、人民富裕的自治地方。 

第二章  自治机关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 
    第十三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是自治县的地方国家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是自

治县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构，对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由本县各民族选民依法选举产生。各民族代表的名额及比例，根

据法律和有关规定的原则确定。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中，应当有土家族公民担任主任或者副主任。 
    第十四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是自治县的地方国家行政机关，是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

关，对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和上级国家行政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 

    自治县县长由土家族公民担任。自治县人民政府的组成人员中，要尽量配备土家族和其他少数

民族的人员。 

    自治县人民政府实行县长负责制。 
    第十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工作需要，报经上级国家机关批准，设置工作部门，并在上

级国家机关核定的编制总额内，自行调剂各部门的编制员额。 

    自治县区域内的国家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在招收工作人员时，要优先招收当地人员；在上级

国家机关下达和批准的招收工作人员指标内，自治县人民政府根据需要可以定点定向从边远乡村

的农业人口中择优招收适当数量的工作人员。 

    第十六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采取各种措施，积极从本县各民族特别是妇女中，培养各级干部

和各类专业技术人才。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实行优惠政策，采取特殊措施，引进资金、技术和各类专业技术人才参加自

治县的各项建设事业。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鼓励自学成才。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对为本县的各项建设事业作出重大贡献者给予奖励。 
    第十七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财力允许的条件下，对在自治县工作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职

工给予民族地区的生活补贴；按政策规定对离退休人员的生活、福利给予适当照顾。企业单位可

以参照执行。 

    第十八条  自治县人民法院是自治县的地方国家审判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对自治县人

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自治县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受上级人民法院的监

督。 

    自治县人民法院要有土家族公民担任院长或副院长；其他工作人员中，要配备一定数量的土家

族公民。 

    第十九条  自治县人民检察院是自治县的地方国家法律监督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对自

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自治县人民检察院受上级人民检察院的领

导。 

    自治县人民检察院要有土家族公民担任检察长或副检察长；其他工作人员中，要配备一定数量

的土家族公民。 



    第二十条  自治县人民法院和自治县人民检察院应当用本县通用的语言文字检察和审理案件，

保障各民族公民都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对于不通晓本县通用语言文字的诉讼

参与人，应当为他们翻译。 

    第二十一条  自治县的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忠于职守、廉洁奉公、秉公办事，努力为

各民族人民服务。 

第三章  经济建设 
    第二十二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国家计划指导下，根据本县的特点和需要，制定经济建设方

针、政策和计划，自主地安排和管理本县的经济建设事业。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坚持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在重点抓好粮食生产的同时，积极发展

多种经营，抓好畜牧业和林业，大力发展地方工业和乡镇企业，加速发展能源、交通、运输业，

搞活商品流通，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 

    自治县的人民政府在领导经济建设工作中，切实加强各方面的协调和配合，努力提高经济效

益，注重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第二十三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坚持以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根据本地

方经济发展的特点，积极发展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加强对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引导、监督和

管理，允许他们在法律和政策范围内继续存在和发展，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第二十四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法加强对土地的保护和管理，合理开发利用土地资源。国家

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征用土地和个人用地，须报经有关国家机关批准，严禁乱占、

滥用土地。农民经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地、饲料地、自留地、自留山、宅基地属于集体所有，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

让。 

    第二十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对农业生产的领导，继续稳定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

制，健全和完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积极发展社会化服务体系，逐步壮大集体经济实力，

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积极筹集农业发展资金，不断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努力改善生产条件，加强

对非耕地的开发利用，在保证粮食稳定增长的基础上，有计划地发展烤烟、油菜、花生等经济作

物；努力办好农副产品加工业，进一步扩大商品生产。 

    第二十六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坚持以营林为基础、普遍护林、大力造林、采育结合、永续利

用的方针，认真搞好封山育林，严禁毁林开荒，逐步提高森林覆盖率，对不宜耕种的陡坡地逐步

退耕还林，保持生态平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法确定山林的所有权和使用权，鼓励集体、联户或个人承包荒山、荒坡、

河滩植树造林，并给予技术上的帮助。集体、联户或个人承包后发展的林木，允许依法转让、继

承和自主处理。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大力发展油桐、乌桕、柑桔、蚕桑、五倍子等经济林木，有计划地逐步建立

经济林木基地，并建立健全相应配套的加工生产体系。 

    第二十七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林政建设，严禁乱砍滥伐，严防山林火灾，加强林木病虫

害防治。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对水源林、风景林、行道树及县内现有原始林、珍贵稀有动物、植物的

保护和管理。 

    第二十八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草山、草场和其他饲料基地的建设，严禁毁草开荒，大力

发展畜牧业，引导和帮助农民因地制宜地发展以白山羊为主的畜离生产和家庭副业；建立健全疫

病防治、品种改良、饲料加工和产品运销等畜牧业服务体系，不断提高畜离产品的商品率。 



    第二十九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坚持民办公助的原则，领导和帮助农民加强农田水利建设，搞

好现有水利设施的维修、配套和管理，不断提高灌溉效益。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对县境内乌江流域及中、小型水库的管理，大力发展渔业，鼓励和扶持

集体或个人，在不影响农田灌溉的前提下，利用山塘、水库、稻田和其他水域发展渔业生产，严

禁破坏水产资源和水利设施的行为。 

    第三十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本县的水力资源和煤炭资源，优先发展以电力和采煤为主的

能源工业，实行多种办电形式，积极兴修中、小型电站，鼓励集体和个人集资办电。 

    第三十一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贯彻执行企业法，对企业实行经营承包责任制，保障企业的经

营管理自主权和职工对企业实行民主管理的权利；帮助企业加强经营管理和技术改造，增强企业

活力，提高经济效益。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国家产业政策积极发展乡镇企业，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在税收、信贷和

原材料供应等方面给予适当的照顾，在技术、信息、管理、销售等方面提供服务。任何单位和个

人不得摊派、平调乡镇企业的资金和财产，不得任意改变其所有制关系和隶属关系。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积极发展以农副土特产品为主要原料的加工业和具有民族传统的轻工业和手

工业，逐步提高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 

    第三十二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采取优惠政策和措施，提供方便条件，大力发展经济技术联

合，鼓励县外组织和个人到自治县独资、合资兴办企业、事业。 

    第三十三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法保护本县的矿产资源，对可以由本地方开发的煤炭、铅锌

矿、莹石等矿产资源进行统筹规划、统一管理，优先合理开发利用。 

    自治县区域内的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未经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任意

开采和转让。 

    第三十四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重视发展水陆交通运输和邮电事业，加强乡村公路和邮电通讯

网的建设和管理，严禁损毁公路、乌江航道和邮电通讯设施的行为。 

    第三十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县境内的航运管理，充分利用乌江优势，大力发展水上运

输。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积极扶持国营、集体、个人兴办航运企业，提高运输能力，促进商品流通。 
    第三十六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积极发展旅游事业，抓好对乌江山峡、溶洞及民族旅游资源的

开发利用。 

    第三十七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深化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的体制改革，逐步完善多种经济形

式和多种经营方式，不断完善多成分、少环节、有秩序的商品流通体制，充分发挥国营商业、供

销合作社在积极参与市场调节、发展商品经济、为人民的生产、生活服务等方面的主导作用。 

    自治县的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医药企业，享受国家在利润留成、贷款利率、商品分配、自

有流动资金、价格补贴等方面的照顾。 

    第三十八条  自治县享受国家对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各项优惠照顾。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采取放宽政策、减轻负担、增加投入等特殊措施、加强对贫困乡村的扶贫工

作；根据国家规定，在信贷方面给予照顾，在资金、物资、技术和人才方面给予支持，帮助他们

因地制宜发展生产，逐步脱贫致富。 

    第三十九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根据本县的人力物力和其他具体条件，

自主安排地方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项目。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对城乡建设的规划管理，逐步建设布局合理、功能齐全、具有民族特点

的城乡小集镇。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法加强环境保护工作，实行防治污染与生产建设同步进行和谁污染、谁负



责治理的原则，改善生态环境和生活环境，防止污染和其他公害。 

    第四十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物价管理，根据国家规定的物价政策，可以自行调整某些农

副产品的收购价和销售价；严禁哄抬物价和压级压价。 

    第四十一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自主地安排利用完成国家计划收购、上调任务以外的工农业产

品和其他土特产品。 

    第四十二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积极开展对外经济贸易活动，大力扶持出口商品生产，提高出

口创汇能力，并享受国家对民族自治地方在外汇留成和使用等方面的优待。 

第四章  财政管理 
    第四十三条  自治县的财政是一级财政，是国家财政的组成部分。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照国家

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自主地管理和使用属于本县的财政收入及执行财政预算过程中超收和支出

的节余资金。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项目方面，享受上级国家机关对民族自治地方的优

待。依照国家财政体制的规定，在上级国家机关合理核定财政收支基数的基础上，财政收入多于

财政支出时，定额上缴上级财政，上缴数额一定几年不变；收入不敷支出时，报请上级财政补

助。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执行财政预算过程中，若因严重自然灾害或者上级国家机关政策性变化及

其他原因出现财政收支不平衡时，报请上级财政给予补助。 

    第四十四条  自治县的财政预算支出，按照国家规定设机动资金，预备费在预算中所占的比例

高于非民族自治地方。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对上级国家机关下拨的各项专用资金、民族机动金和临时性的民族补助专用

资金，坚持专款专用，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扣减、截留、挪用，不得用以顶替正常的预算收入。 

    第四十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对本县各项开支标准、定员、定额，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结

合本县的实际情况制定具体办法。 

    第四十六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执行国家税法的时候，除应由国家统一审批的减免税收项目

以外，对属于地方财政收入的某些需要从税收上加以照顾的项目，报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后，给予

减税或免税。 

    第四十七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上级国家机关的规定，逐步健全乡、镇一级财政实体，制

定财政收支的管理办法，对自治县所属乡、镇的财政实行分级包干制，其收入和支出的基数由自

治县人民政府按有关规定核定或调整。 

    第四十八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支持金融机构积极筹集、融通和合理使用资金，巩固完善农村

信用合作社，为本县的经济建设服务。 

    第四十九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财经管理，严格财经纪律，支持审计部门依法行使审计监

督的职权。 

第五章  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事业 
    第五十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照国家的教育方针和有关法律规定，自主地决定本县的教育规

划，积极发展幼儿教育、初等义务教育；逐步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积极发展中等教育；加强成

人教育、特殊教育；继续扫除文盲；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 

    第五十一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坚持多种办学形式，鼓励和指导国营企业、集体和个人集资、

投劳兴办各种教育事业；提倡勤工俭学，逐步改善办学条件。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用于义务教育的财政拨款的增长比例高于财政经常性收

入的增长比例，并使按在校学生人数的平均教育经费逐步增长；征收的教育事业费附加，全部用

于发展教育事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挪用、侵占、截留教育经费。 



    第五十二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重视发展民族教育，努力办好民族中、小学校和职业学校；逐

步为特别贫困的乡和居住分散的少数民族边远山区设立以寄宿为主和助学金为主的公办民族学

校。 

    第五十三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积极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建立和完善各种职业技术培训中心，

举办各种职业技术学校和短期职业技术培训班，为本县培养各种专业技术人才。 

    第五十四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积极创造条件办好教师进修学校，有计划地培训教师，提高教

师素质，建设稳定、合格的教师队伍，提高教育质量。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障教师的合法权益，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逐步改善教师的生活条件和工

作条件；对长期从事教育事业，在边远山区任教，成绩显著的教师给予表彰和奖励。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维护各级各类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依法保护其场地和财产，任何单位和个

人不得侵占、破坏。 

    第五十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积极发展科学技术事业，逐年增加对科学技术事业的投入；逐

步建立健全科学技术研究、推广机构，充实科研人员，增加科研设施，普及科学技术知识，推广

科学技术成果。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采取积极措施，做好科技扶贫工作。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科技人员的培养、培训工作，努力改善科技人员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

件，充分发挥科技人员的作用，鼓励他们为本县经济文化建设事业提供有偿和无偿服务。 

    第五十六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

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继承和发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民间文艺活动；建立健

全各级各类文化机构，加强对文化市场的管理，收集、整理、研究、出版民族书籍；建立民族档

案，做好民族史志的编纂出版工作；加速广播、电影放映、图书发行等公共文化事业的发展。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护中国革命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遗址、红军渡遗址、金角洛夫陵墓等革命

历史文物和民族历史文化遗产。 

    第五十七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贯彻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方针，

逐步完善各级医疗卫生、防疫机构，培养、充实医务人员，增加医疗设备，努力改善边远地区的

医疗条件；开展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做好对地方病、传染病、职业病、多发病的防治工作和

妇女、儿童、老年人的卫生保健工作。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对民族中医药的研究、应用工作的领导，依法加强对医药卫 
生和食品卫生的监督和管理，严禁生产和销售假药、劣药。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鼓励集体办医，允许经卫生部门考核合格的民间医生按照国家规定开业行

医。取缔非法行医。 

    第五十八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推行计划生育，依照国家有关计划生育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规

定，制定具体实施办法，采取行之有效措施，严格控制人口增长，提倡晚婚晚育、优生优育，提

高各民族人口素质。 

    第五十九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积极发展体育事业，增加体育设施，开展群众性传统体育和现

代体育活动，提高体育运动竞技水平，培养体育人才，增强人民的体质。 

    第六十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与毗邻地区的团结协作和教育、科学技术、文化艺术、卫

生、体育等方面的交流。 

第六章  民族关系 
    第六十一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坚持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共同繁荣的基本方针，加强民

族法制和民族政策的宣传教育，鼓励各民族干部和群众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共同建

设民族自治地方。 



    第六十二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照顾散居少数民族的特点和需要，积极帮助他们解决生产、生

活中的实际困难。 

    第六十三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处理涉及各民族的特殊问题时，应当同他们的代表充分协

商，尊重他们的意见，按照法律和政策妥善解决。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尊重各民族的传统节日，支持各民族人民开展有利于民族团结和身心健康的

各种活动。 

第七章  附  则 
    第六十四条  每年１１月２３日为自治县成立纪念日。 
    第六十五条  本条例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报经贵州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

生效，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本条例的解释权属于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本条例的修改须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并报贵州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第六十六条  自治县区域内的国家机关、党群团体、企事业单位、武装力量和公民都必须遵守

本条例。 

    第六十七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根据本条例的有关规定，制定相应的实施办法。 
 
 

[文章推荐] 独联体的“童奴”  
 

[文章推荐] 前苏联——“性奴”的产地  
 

[文章推荐] 前苏联秘密改革计划
 

 打印本页 |  关闭窗口

           昵称：  

 

提交

   此新闻下共有评论 0 条     

没有评论。

 请注意！

● 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尊重网上道德，承担一切因您的行为而直接或间接引起的法律责任。  
● 民族宗教网拥有管理笔名和留言的一切权利。  
● 您在民族宗教网留言板发表的言论，新华网有权在网站内转载或引用。  
● 民族宗教网新闻留言板管理人员有权保留或删除其管辖留言中的任意内容。  
● 如您对管理有意见请向留言板管理员反映。  

首页 | 中国民族 | 世界民族 | 宗教大观 | 名言名著 | 政府专页 | 信息库

京备案号：京ICP备05058461号
中国民族报社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授权  任何人不得复制或建立镜像

COPYRIGHT@2003  中国民族报社信息中心  ALL RRGHTS RESERVED 
中国民族报社   EMAIL-zgmzb@sin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