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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推进法治乡村建设，提高农民法律意识的建议

赵君倜

问题：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法制建设是一项重要任务。由于经

济发展的不平衡和传统法律文化深厚的影响，广大农村仍然存在

着农民法律意识与现代市场经济和现代法治不和谐的现象，这直

接阻滞着新农村的建设。我们要高度重视农民法律意识和法律素

质的提高，培养新型农民，为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服务。

分析：

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农民法律意识淡薄。广大农民文化程度低，对法律认识

较为肤浅，仅仅是对刑法的一种感性认识，而对其他民法等法律

知之甚少，或一无所知。

二、农村基层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不高。有些农村基层干

部轻视农村法治，不学法、不懂法，认为工作中只要执行党的政

策就行了，依法工作、依法办事意识还不强。

三、农村司法和法律服务水平较低。农村法律服务资源不足，

法律专业人才稀缺，农村纠纷案件告状难、打官司难。

四、农村行政执法水平较低。农村行政执法机构不健全、职

责不明确；农村行政执法主体不规范、混杂、力量分散、权威不

高；执法行为不够规范，多头执法、多层执法；农村执法人员素

质不高，执法水平低。

建议：

为了推进法治乡村建设，提高农民法律意识，让依法办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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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农民自觉行动，加强对农民的法律援助、司法救助和公益法律

服务，特提出以下建议。

一、营造浓厚的法治舆论环境。在国家新的法律法规颁布修

改之后，迅速组织全区各司法所，通过编印发放法律法规宣传资

料、悬挂宣传横幅、在媒体播放法治公益广告、解答群众法律咨

询等方式，积极营造浓厚的舆论氛围。

二、组织房山区普法讲师团中的专业法律人才，在全区广泛

开展“法律进机关、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进企业、进家庭”

活动，推动法治宣传教育不断向社会各领域延伸。

三、积极利用重要节日节点，及时向广大群众宣传新颁布的

法律法规。在每年的“12.4”国家宪法日，积极宣传宪法知识。

通过持之以恒的宣传活动，逐步巩固全社会法律观念和法律意识。

四、进行相关法律法规的教育培训，加快推进法律宣传向基

层延伸，提高了广大群众的法治意识。

五、构建立体化的法治宣传载体网络。使广大群众在案例剖

析中感受到法律正义，领悟法治精神，增强法治意识，教育引导

全民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

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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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推进法治乡村建设

提高农民法律意识的建议的提案办理情况

承办单位 区司法局

一、以民主法治村创建为载体，助推法治乡村建设

把“民主法治示范村”创建作为推进法治乡村建设的有效载

体，创建长阳镇军留庄村等“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9 个，青龙湖

镇马家沟村等“北京市民主法治示范村”138 个，打造青龙湖镇马

家沟村“无诉讼村”，拱辰街道南广阳城、长阳镇军留庄村的“契

约治村”等一批基层民主法治建设品牌。2022 年，区人大常委会

组织市、区人大代表到军留庄村视察法治乡村建设工作情况，同

年，司法部、中央党校、市司法局到我区专题调研北京市民主法

治示范村创建工作，对我区法治乡村建设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二、以聚焦重点人群为关键，营造浓厚的法治氛围

结合“3·8”妇女节、“12·4”国家宪法日”等重要时间节

点和重要时期开展主题活动，提升基层干部群众的法律素养。一

是聚焦“村两委干部”，培养以“村两委干部”“人民调解员”等

人员组成的乡村“法律明白人”队伍，通过法律培训、现场模拟、

法治实践等形式，提升村干部法律水平和依法办事能力。二是聚

焦基层行政执法人员，将普法宣传渗透到执法办案全过程，利用

以案说法、以案学法方式普及法律常识。同时，开展行政执法专

题培训，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三是聚焦农民群众，印发

《民法典三字经》等书籍，为每个村配置《宪法》等法律工具书，

为乡村配发法治宣传海报。

三、以专业力量为依托，提高普法针对性实效性

借助普法队伍，不断开拓思路，构建“大普法”格局，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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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提供法律服务。一是落实普法责任制。统筹 65 家普法责任制单

位，深入乡村在执法司法实践中开展以案释法和警示教育，使广

大群众感受法律正义、领悟法治精神。二是组建“八五”普法讲

师团。发挥各自法律专长，深入乡村开展法治讲座、法律咨询等

活动 120 余场次，营造浓厚法治氛围。三是村（居）法律顾问全

覆盖。整合 22 家律师事务所 157 名律师资源，为乡村提供法律服

务。启动“百场村（居）公益法律服务知识讲座”活动。截至目

前，共开展法律知识讲座 275 余场，为村民提供法律服务 30768

条，协助村委会起草、审核、修订村规民约等 252 次、代写法律

文书 654 份，提升村域法治环境。四是启动“普法大篷车基层行”

活动。“普法大篷车”搭载工作人员到乡村开展法律咨询、法治文

艺等活动，共计 27 场次，邀请村两委干部、乡村“法律明白人”、

村民参加，将法律知识送到群众“家门口”，增强普法实效。

四、以新媒体普法为突破，提升农村普法覆盖面

运用“报、网、端、微、屏”等全媒体平台，不断增加法治

宣传产品供给。一是打造普法品牌，激发“新”动能。以情景再

现形式，选取民法典中合同、婚姻家庭、继承等与群众生活息息

相关的内容，拍摄系列短视频，打造“老姚说法”普法品牌。二

是拓宽宣传平台，构建“新”格局。联动“北京房山”抖音平台、

“北京房山”微信客户端，制作“普法课堂开讲了！”普法栏目，

在“房山报”开办普法专栏，以及各单位的官方微信等开展线上

宣传。三是凝聚普法合力，添加“新”活力。法院推出“不会演

剧场”、“小乐说法”等，以真人漫画说法的形式，推出普法内容。

五、以法治文化阵地建设为抓手，打通普法“最后一公里”

加强法治文化阵地建设，延伸法律服务触角，提升基层法治

宣传教育工作的感染力。部分村依托现有基础公共文化设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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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法治文化阵地，让广大群众在休闲娱乐的同时，近距离的领略

法治文化、感受法治精神，逐步养成良好的法治意识。如长阳镇

军留庄村建成了村级法治主题公园、佛满村建设了法治文化街、

拱辰街道南广阳城村建成了法治文化长廊、长沟镇太和庄村建设

了口袋法治主题公园等，逐步实现法治文化阵地“一村一品”，为

乡村建设注入了法治元素，将法治文化融入百姓日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