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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B5_B7_E7_9C_81_E5_c80_304010.htm 青海省人民政府令第

60 号 《青海省实施〈铁路运输安全保护条例〉办法》已

经2007年8月17日省人民政府第72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

公布，自2007年11月1日起施行。 省 长 宋秀岩 二○○七年九

月二十七日 青海省实施《铁路运输安全保护条例》办法 第一

条 为实施国务院《铁路运输安全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

），保障铁路运输安全畅通，保护人身安全、财产安全及其

他合法权益，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省行政

区域内铁路运输安全保护及与铁路运输安全保护有关的活动

适用条例和本办法。 第三条 铁路运输安全治理坚持安全第一

、预防为主的方针，实行铁路治理机构、铁路运输企业、铁

路沿线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和人民群众综合治理的原则

。 第四条 青藏铁路安全监督治理办公室（以下简称铁路治理

机构）负责本省行政区域内的铁路运输安全监督治理工作。 

第五条 铁路运输企业应当加强铁路运输安全治理，建立健全

安全生产治理制度，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完善安全生产条

件，提高铁路运输安全保护技术。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干扰

铁路运输企业对铁路线路、设施、设备的巡查、维护。对危

及铁路运输安全的行为，铁路运输企业及其安全生产治理人

员有权制止。 第六条 铁路沿线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铁

路运输安全保护工作的组织领导，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及时

协调解决铁路运输安全保护中存在的重大问题。 铁路沿线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监管、公安、交通、水务等有关部门，



应当按照各自职责，与铁路治理机构、铁路运输企业共同做

好与铁路运输安全保护有关的工作。 第七条 铁路护路联防组

织应当协助公安机关预防、制止各种危害铁路治安和影响列

车安全行驶的违法行为。铁路护路联防组织、公安机关和铁

路治理机构应当建立信息通报和铁路运输安全协调机制，做

好铁路运输安全保护和铁路沿线治安工作。 第八条 铁路沿线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铁路护路联防工作纳入社会治安综

合治理范畴，并作为当地安全生产年度目标责任考核的重要

内容。 第九条 铁路沿线各州（地、市）、县（市、区）、乡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居（村、牧）民委员会或者

社区应当逐级签定护路联防责任书，把爱路护路责任落实到

单位（村）和户。 第十条 铁路沿线乡（镇）人民政府、街道

办事处、企业事业单位、居（村、牧）民委员会或者社区，

应当加强对牲畜饲养户、机动车辆驾驶人员以及其他居民的

铁路运输安全常识和法制教育，预防危及铁路运输安全和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行为发生。 第十一条 铁路沿线地方各

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铁路治理机构、铁路运输企业和报

纸、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应当加强对条例和本办法的宣传

贯彻工作，定期开展有关铁路运输安全保护和爱路护路的宣

传教育活动。 第十二条 中小学校、教育治理部门和铁路治理

机构应当开展铁路运输安全常识和法制教育，组织形式多样

的爱路护路宣传教育活动，提高未成年人自我安全防护和爱

路护路意识，预防未成年人实施危害铁路运输安全的行为或

受到伤害。 第十三条 铁路运输企业应当做好铁路与道路平交

道口的警示灯和安全防护设施的设置、治理和维护工作。 公

安机关、交通治理部门应当做好铁路与道路平交道口警示标



志和路段标线的设置、治理和维护工作。 铁路治理机构发现

警示标志、路段标线损毁或遗失的，应当立即通知有关治理

部门，负有治理职责的部门接到报告后，应当及时修复。 第

十四条 铁路道口的设置应当纳入城镇和乡村建设规划。铁路

沿线人民政府和铁路治理机构应当按照保障铁路运输安全、

方便群众生产生活的原则合理设置铁路道口和人行过道。 任

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设置或者拓宽铁路道口和人行过道。

对未经批准设置的平交道口，铁路沿线地方人民政府和铁路

治理机构应当研究制定方案，限期取消。 第十五条 铁路线路

两侧应当设立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的

范围依照条例的规定设定。 第十六条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

向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排污、排水，倾倒垃圾及其他有害物

质。 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内已有的沟渠以及其它设施危及铁

路运输安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铁路治理机构责令

其所有人或者使用人采取防渗、加固、疏通等防护措施。对

采取防护措施后仍不能满足安全要求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或者铁路治理机构应当责令其所有人或者使用人限期拆除。 

对直接向铁路线路保护区内排放污水，侵蚀污染铁路线路、

通信设施、造成路基病害危及铁路运输安全的沟渠、管道等

设施，铁路沿线县级人民政府应当限期治理或者迁移。 在防

护网、围墙、栅栏四周倾倒、堆放垃圾及其他有害物质的，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铁路治理机构应当责令当事人限期清

除；造成防护网、围墙、栅栏倒塌或损毁的应当赔偿损失。 

第十七条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在铁路防护网或栅栏内放养

牲畜。 当事人驱赶牛羊等牲畜确需穿越铁路的，应当从行人

过道、铁路道口、桥涵或者专用通道通过。 第十八条 行人或



者车辆穿越铁路线路时，应当从行人过道、铁路道口、桥涵

或者专用通道通过。 桥涵和专用通道建成后，铁路运输企业

和铁路沿线县级人民政府应当按各自职责保障行人和车辆穿

越铁路线路道路的通行的条件。 第十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

得收购铁路设施、设备、铁路标志和防护网、栅栏等专用金

属器材。铁路沿线各级公安、工商、城管等部门应当加强对

废旧金属收购站点的日常监督检查，依法打击违法收购铁路

设施、设备、铁路标志和防护网、栅栏等专用金属器材的行

为。 第二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铁路运输设施、设备

、铁路标志的义务，发现破坏、损坏或者侵占铁路运输设施

、设备、铁路标志及其他影响铁路运输安全的行为，有权向

铁路治理机构、公安机关、铁路护路联防组织检举、报告，

或者及时通知铁路运输企业。接到检举、报告的部门或者接

到通知的铁路运输企业应当根据各自职责及时予以处理。 第

二十一条 铁路治理机构、公安机关应当建立铁路运输安全保

护的举报制度，公布举报电话和通信地址，受理公众检举、

报告，根据职责及时查处举报案件。 铁路治理机构或者铁路

运输企业对检举、报告危及铁路运输安全情况属实，贡献突

出的，给予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奖励；对做出重大贡献的

，给予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奖励。 第二十二条 实施击打

列车等危及铁路运输安全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条例的规

定给予处罚，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未成年人实施

击打列车等危及铁路运输安全行为的，由当地人民政府有关

部门或者铁路治理机构责令其监护人加以管教。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铁路治理机构、公安机关、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发现铁路运输安全隐患不及时依法处



理，对违法行为不依法予以处罚，或者不履行本办法规定的

职责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根据情

节轻重，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第二十四条 对违反本办法危害铁路运输安全的其他行为

，由铁路治理机构或者有关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

法》和条例的规定给予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第二十五条 发生铁路运输安全事故，铁路治理机构、事

故发生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或者铁路运输企业应当按照

《铁路交通事故应急救援和调查处理条例》的规定，启动相

应应急预案，并及时恢复行车。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2007

年11月1日起施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