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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视角

国家工作人员“法治提能”、青少年“学
法筑基”、村（社区）人员“识法明理”、企业

（单位）人员“守法聚力”……近段时间以
来，全国多地扎实推进提升公民法治素养
行动试点工作。这些来自基层一线的探索
实践，成为中国普法工作的生动缩影。

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
诚信仰，这需要持续普及法律知识、提升
公民法治素养。在 14亿多人口的大国持续
进行全民普法，是人类法治史上的一大壮
举，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组
成部分。自 1986年以来，中国已连续实施
完成7个五年普法规划。去年6月，中共中
央、国务院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
开 展 法 治 宣 传 教 育 的 第 八 个 五 年 规 划

（2021—2025 年）》。通过不断深入的普法宣
传，人们的法律意识、法治素养不断提高。
此前一项全国性的社会心态调查综合分析
报告显示：当自己或家人遇到不公平事情

时，选择“通过法律渠道解决”的居首位。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弘扬社会主义

法治精神，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
引导全体人民做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
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随着中国
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程、进入新发展阶段，迫切要求进一步提
升公民法治素养，推动全社会尊法学法守
法用法。

坚持人民立场。提升公民法治素养，
归根到底是为了群众。要依靠群众、服务
群众，把群众关心关注的热点难点和急难

愁盼问题作为普法重点，从群众所需入
手，讲群众听得懂的话，让群众深切感受
到法律的温暖和力量。这正是“八五”普法
规划强调的“以提高普法针对性和实效性为
工作着力点”的题中之义。

加强教育引导。提升公民法治素养，
法治教育应常抓不懈，并纳入干部教育体
系、国民教育体系、社会教育体系。对国
家工作人员来说，通过教育引导其牢固树
立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权
由法定、权依法使等基本法治观念。重点
抓好“关键少数”，让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成

为领导干部自觉行为和必备素质。对青少
年来说，通过教育教学引导他们扣好人生
第一粒扣子。对全社会不同主体来说，通
过分层分类开展法治教育，提高各群体依
法维护权益的意识和能力，让法治逐渐成
为全民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

推动实践养成。提升公民法治素养不
是说在嘴上、写在纸上、挂在墙上的“口
号”，而是需要融入到法治实践中。对每个
公民来说，要从遵守交通规则、培养垃圾
分类习惯、制止餐饮浪费等日常生活行为
抓起，从不断提高自身规则意识做起。对

法治工作者而言，每一个个案公平正义的
实现，都是法律权威的最佳证明。通过严
格执法、公正司法，群众能够深切感受到
正义可期待、权利有保障、义务须履行，
全社会将真正树立起权利与义务、个人自
由与社会责任相统一的观念，法治精神就
会深入人心。

古语说：“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
于法之必行。”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
治建设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让法治素养
成为公民基本品质，法治精神铭刻在人们心
中，必将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营造更好的法治环境。

进一步提升公民法治素养
彭训文

让大家感受到公平正义

“真没想到在公园里能见到法庭！”适逢周末，天津市
津南区的王先生带着小孩到海河故道公园游玩，接受了
一次法治文化熏陶。

“我们依托海河故道公园打造了民法典长廊，将众多
法治文化元素点缀其中，营造出浓厚的法治氛围。”天津市
津南区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刘振清介绍，长廊分为
12 个篇章，涵盖 114 个民法典知识点、近 60 个与群众生
活息息相关的典型案例，还设置了模拟法庭、扫码视听
等供市民互动体验。

站在“民法典伴随一生篇”展示墙前，一张法律年龄
权利义务对照表吸引了王先生的目光。“0-1 岁、1-6
岁、14-16岁……不同年龄阶段的权利义务一目了然，民
法典真的是守护我们一生！”王先生说，这种呈现形式很
用心，便于大家理解。

一个案例胜过一打文件。民法典与群众生活密切相
关，对于司法机关来说，除了宣传具体条文，更要办好
群众身边的每个案件。

继承纠纷是家事审判的常见案由，不仅涉及财产关
系，也关乎家庭伦理和社会道德风尚。2021年2月，津南
法院公开宣判了一起继承纠纷案件。该案难点在录像遗
嘱的效力认定。“民法典实施前，我国继承法并未对录像
遗嘱作出单独规定。在认定先前录好的录像遗嘱效力上
确有争议。”承办法官朱晓辉说，结合本案实际及民法典
规定，合议庭最终仍尊重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愿，对在民
法典实施前录制的录像遗嘱有效性进行了合法认定。

“这是天津首例适用民法典判决录音录像遗嘱有效案
件，实现了情理法的有机融合，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
响。”朱晓辉表示。

“法治的根基在于人民。只有全体人民信仰法治、厉
行法治，国家和社会生活才能真正实现在法治轨道上运
行。”刘振清说，一件件鲜活的案例是最好的法治教科书，

“我们会继续把群众关心关注的案子变成法治公开课，让
大家感受到公平正义，让老百姓更相信法律。”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比率是多少？哪些领域的
败诉率偏高？司法建议反馈率如何……”督察组成员仔细
翻阅卷宗，不时询问。

在发现部分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时不熟悉诉讼程
序、证据规则，陈述、答辩、辩论针对性不强时，督查
组建议：“行政机关负责人应积极出庭应诉，做到出庭又
出声，推动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才能让老百姓真正

‘解心结’。”
这一幕发生在今年7月，中央依法治国办督察组对云

南省开展市县法治建设工作督察。同时被督察的还有其
他7个省份，督察重点之一是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
设法治政府情况。

随着公正司法与依法行政的大力推进，人民群众对
法治的认同感明显提升。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全国社会
心态调查综合分析报告显示，当自己或者家人遇到不公
平事情时，选择“通过法律渠道解决”的居首位。

加强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

今年年初，在北京市朝阳区某企业上班的李先生与
单位发生了纠纷，来到东亿法律服务中心。

“入职后，公司长期不签劳动合同、变相辞退员工，
咋办？”

面对李先生的困惑，北京平商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进
行了耐心解答。“我们对本案中的法律问题逐一分析，为
李先生提出权利救济方案，包括如何收集并固定证据、
依法和公司谈判、提起劳动仲裁等。”平商律所主任陈波
说。最终，在律师团队的建议下，李先生获得劳动仲裁
庭支持，维护了自己合法权益。

东亿法律服务中心由东亿国际传媒产业园和平商律
所共同设立。每周，律所都会为园区企业及其员工提供公
益性法律咨询服务。一天，园区某公司员工张某急匆匆来
到中心，“我带着小女儿去幼儿园接大女儿放学，结果打球
的王某不小心伤害了小女儿，王某和幼儿园都有责任吗？”

“王某作为侵权人应承担侵权责任。作为场所管理
者，幼儿园如已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就无需承担侵权责
任。”接待律师说完，又开始对赔偿范围进行讲解。

中心成立 2年多来，类似这样的“法律义诊”有很多。
“我们还积极与周边社区共建法治社区，为居民开办法律
专题讲座，开展免费法律咨询。”陈波说。

在陈波看来，建设法治社会，对群众知法、懂法、守法、
用法的能力提出更高要求。通过一系列的法律讲座、法律
义诊，有助于增强人们权利义务意识和依法维权意识。

“感谢法援中心和韦律师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提供法
律服务，现在工资全部要回，经济补偿金也拿到了80%。”
去年7月，因承办一起拖欠职工工资的案子，广西壮族自
治区梧州市法律援助中心主任韦金雨收到了职工代表送
来的锦旗。

对维护困难群众合法权益，韦金雨向来上心。有一
次，她办理了一起交通事故案件。受援人聂某因交通事
故成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需要人 24小时照顾。虽最终
胜诉，可被告人无执行能力，聂某无法获得实际赔偿。

“肇事者一分没赔，我要照顾爱人无法工作，现在她
没有医疗费，孩子没有生活费，父母也需要住院，真的
很无助。”判决下来后，聂某丈夫哭着对韦金雨说，“家里
真的好困难。”

有朋友得知这一情况后，对韦金雨说：“没生活费也
要找你，你帮得了这么多吗？”

韦金雨不这么想，在她心里，“被当事人找是因为信
任，能帮一点是一点。”随后，她急忙向当地有关部门反映

情况，到社区了解聂某家庭状况。一个月内，8万元国家
司法救助金发到了聂某手中。

加快建设法治社会，离不开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
设。如今，律师、公证员、司法鉴定人、仲裁员、人民
调解员等法律服务队伍不断发展壮大，法治社会的根基
进一步夯实。

讲好中国宪法和法治故事

2021 年，“八五”普法正式启动。各地各部门创新形
式，推动普法走深走实，公民法治素养日益提升，全社
会的法治信仰之基越筑越牢。

“哎哟，办啥事情要依法呀，哎哟要依法，遇到事情
要找法呀哎……”在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一曲“法治花
儿”演唱完毕，引来台下阵阵掌声。

“花儿”是中国西北地区广为流传的一种民歌，深受
广大群众喜爱。要让法治宣传教育家喻户晓，人人听得
懂、学得进、记得住，何不借助民歌？基于这个创意，
城北区司法局探索采用“法治花儿”“法治快板”等形式普
法，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让法治观念深入人心。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伽师县铁日木乡幸福
村，人们都知道村民图尔荪·买买提家中有个“法治文化
大院”。走进大院，海报标语、报刊宣传栏、法治图书角
等法治元素随处可见。

图尔荪爱学习、遇事讲法律。2020 年，他申请把自
家院子打造成“法治文化大院”，带领村民一起学法。从
此，院里长凳上时常坐满了学法的村民，大院成了幸福

村的普法窗口。现在，图尔荪被县里评为农村学法用法
示范户，村民们也都养成了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
化解矛盾靠法的习惯。

宪法是什么“法”？新中国第一部宪法为啥叫“五四宪
法”？草案初稿为何称为“西湖稿”？……今年9月，揣着诸
多疑问，100多名浙江杭州的小朋友走进位于西子湖畔的

“五四宪法”历史资料陈列馆。
在这里，孩子们了解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制定宪

法的光辉历程。“我们在现场进行了知识问答，并为听得认
真、答得准确的小朋友发放纪念品。”陈列馆宣教部讲解员
沈双汇说，通过聆听讲解、体验宪法宣誓、欣赏影视作
品等形式，孩子们对什么是宪法、宪法规定什么等有了
基本认知。

“当年毛主席率领宪法起草小组来到杭州西湖，度过
77个不眠之夜，终于完成了草案初稿。1954年新中国首
部宪法的诞生多不容易啊！”一名小朋友参观后在日记中
写道：“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我们一定要做尊崇宪法
维护宪法的新时代好少年！”

沈双汇介绍，不止青少年，来陈列馆参观学习的各
级领导干部也越来越多。目前，浙江省共有 6900余个单
位的党员干部走进陈列馆，参观人数超61万人次；2380余
批次、8万余名国家工作人员在此进行了庄严的宪法宣誓。

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增强全民法治
观念，弘扬宪法精神、增强宪法意识是重中之重。作为
一线宪法宣传工作者，沈双汇深感使命光荣：“我们将深入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努力开展好宪法宣传教
育工作，持续讲好中国宪法和法治故事。”

调查显示，当遭遇不公平时，选择“通过法律渠道解决”的居首位——

人民群众对法治信心十足
本报记者 史志鹏

前不久，法治题材电视剧《底线》热播，其中不少故事由真实案例改编。该剧一经播出，收获了众多观众
喜爱，掀起了一股“追剧学法”的热潮。这从侧面也反映出新时代人民群众对法治的关注与期待。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法治社会”。法治社会是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建设的基础。建设法治中国，
必须筑牢法治根基。

近年来，中国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不断完善现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深
入实施普法规划。一系列强有力的举措和成效，让人民群众对法治的信心越来越足，“遇事讲法、遇事找法”
成为普遍共识，法治社会的基础日渐稳固，一个更高水平的法治中国正向我们走来。

▲ 新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克孜勒苏柯尔克孜
自治州边境管理支队苏巴什边境派出所的民警向放牧
群众宣讲野生动物保护法。 吴明贤摄 （人民视觉）

◀ 市民在海河故道公园民法典长廊参观、拍照。
天津市津南区人民法院供图

志愿者为孩子们讲述新中国首部宪法诞生的历史。
“五四宪法”历史资料陈列馆供图

在四川省华蓥市永兴镇的“法治茶馆”，法治宣传员向群众发放普法资料
并作解读。 邱海鹰摄 （人民视觉）

在四川省华蓥市永兴镇的“法治茶馆”，法治宣传员向群众发放普法资料
并作解读。 邱海鹰摄 （人民视觉）

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飞英街道竹翠园社区驻点律师在湖州市月河小学进行
法治宣讲。 新华社记者 徐 昱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