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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普法是全面依法治国长期的

基础性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普

法工作要紧跟时代，在针对性和实效

性上下功夫”。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法治思想，提升普法工作的针对性、实

效性，必须坚持创新思维，探索精准普

法的有效路径，不断夯实全面依法治

国的社会基础，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营造良好法治环境。

普法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涵盖

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涉

及社会方方面面。推动形成各部门各

负其责、互相配合，社会广泛参与的大

普法格局是扎实推进普法工作走深走

实的关键所在。“八五”普法规划实施

以来，各地各部门主动探索，联动发

力，创新方式方法，把普法宣传融入社

会治理、立法执法司法、法律服务等各

个环节之中。专业化普法队伍的打造、

普法对象的精准聚焦、普法内容的分众

化选择、普法载体的多维度创新……通

过一项项具体而有效的举措，公民法

治素养得到明显提升，普法工作取得

明显成效，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已在全

社会蔚然成风。新征程上，巩固拓展

普法工作成效，还要进一步推动精准

普法创新发展。

创新普法内容，提供个性化的普

法产品。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普法

工作，要求“使全体人民都成为社会主

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

定捍卫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宪法

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学习宣传深入开展，“谁执法谁普法”

等普法责任制广泛实行，法治文化蓬

勃发展，全社会法治观念明显增强，社

会治理法治化水平明显提高，人民群

众对法律知识的需求更加多元、更加

具体。切实提高普法质量，做到普法

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服务人民，就要

围绕群众关心的问题普法，努力形成

法治需求与普法供给之间更高水平的

动态平衡。比如，开展宪法宣传教育，

阐释好民法典一系列新规定新概念新

精神，宣传与推动高质量发展密切相

关的法律法规，宣传与社会治理现代

化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宣传党内法

规，等等。要顺应数字化、网络化、智

能化的技术发展趋势，进一步发挥“大

数据+普法”的突出优势，通过模型算

法精准分析各类人群的不同法治需

求，提供个性化、差异化的普法产品，

推动更多“私人定制式”“点单式”普

法，实现普法从“大水漫灌”向“精准滴

灌”转变。

创新普法平台，充分运用互联网

新媒体。普法工作是做人的工作的，

人在哪里，普法工作就要跟进到哪里，

普法阵地就要延伸到哪里。互联网的

飞速发展创造了人类生产生活的新空

间，成为人民群众获取公共信息和法

律服务的新平台。中

国是全球网民数量最

多的国家，互联网能

为普法工作创新发展

有效赋能。“八五”普

法规划提出强化全国

智慧普法平台功能。

开展精准普法，要以互联网思维和全

媒体视角深耕智慧普法，发挥好全国

智慧普法平台阵地作用，及时推送人

民群众关注的法律知识和法治新闻，

推动庭审视频、裁判文书等普法资源

信息共享，开展分众化传播，丰富人

民群众学法的渠道。建设全国统一

的法律、法规、规章、行政规范性文

件、司法解释和党内法规信息平台，

及时更新数据，免费向公众开放。用

好融“报、网、端、微、屏”于一体的全媒

体法治传播体系，加强对优秀自媒体

制作普法作品的引导，让微博、微信、

短视频 App、手机客户端等都成为精

准普法的平台，构建多层次、立体化、

全方位的法治宣传教育网络，推动线

上普法和线下普法有机结合，形成多

级互动传播。

创新普法手段，提升受众参与感

体验感获得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要加强全民普法宣传教育，推动全社

会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

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

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指示精神，普法工作既要“走心”，更要

“走新”。近年来，各地普法工作在创

新手段、探索模式、讲求方法上下功

夫、出实招。贵州安顺市

司法局推出“安晓法”“安

晓治”两个普法卡通形象

大使，让普法工作更接地

气、更有生气。北京市门

头沟区司法局结合传统节

日开展“法治灯谜闹元宵 美好佳节法

相伴”法治文化活动。以“法治惠民

奉法为民”为主题，结合本地大型活动

“河套艺术节”，内蒙古巴彦淖尔市司

法局创办法治文化节，以法治融合“文

创”“非遗”“体育”“农资交流”等活动，

让老百姓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法治宣传

教育；云南大理市公安局古城派出所

聘任14名中小学生为“法治小教员”，

通过“小手拉大手”的方式，进一步加

强青少年法治教育，让法律知识走进

校园、走进家庭、走进社区……我们要

深刻认识到，普法工作始终处于进行

时，创新普法手段也没有完成时。要

在充分利用传统有效的普法方式基础

上，创造更加多元多样的普法手段，让

普法从单向式传播向互动式、服务式、

场景式传播转变，有效提升受众的参

与感、体验感、获得感，为弘扬社会主

义法治精神注入强大动力。要坚持效

果导向，探索老百姓更加喜闻乐见、易

于接受的方式，准确解读法律精义，传

播老百姓听得懂、学得会、记得住、用

得上的法律知识，让人民群众切实感

受到法治的温暖和力量。

（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

主义学院教授）

来源：《人民日报》（2025 年 03 月

10日 第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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