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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泉州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
守 法 普 法 协 调 小 组
泉 州 市 司 法 局

泉法普组〔2021〕5号

中共泉州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
守法普法协调小组 泉州市司法局关于印发
《2021 年泉州市“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

主题宣传方案》的通知

各县（市、区）委全面依法治县（市、区）委员会守法普法协调

小组、泉州开发区、台商投资区党工委全面依法治区委员会守法

普法协调小组，市直各单位：

按照司法部、全国普法办以及省里统一部署，结合我市实际，

在今年 5 月份组织开展以“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为主题的宣

传教育活动。现将《2021 年泉州市“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

主题宣传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各地各部门开展“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主题宣传活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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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请于 6 月 3 日前通过内网邮箱报送市司法局。联系人：苏梦雅，

联系电话：28380669。

中共泉州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 泉州市司法局

守 法 普 法 协 调 小 组 2021 年 5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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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泉州市“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
主题宣传方案

2021 年是“八五”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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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活动主题

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

三、时间安排

即日—5 月 31 日

四、重点宣传内容

（一）突出学习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宣传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民法典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宣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对福建工作的一系列重要

指示批示精神。

（二）以 5 月 28 日民法典颁布日为契机，深入宣传民法典

在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繁荣发展、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深入宣传

民法典关于民事活动平等、自愿、公平、诚信等基本原则。深入

宣传民法典总则编、物权编、合同编、人格权编、婚姻家庭编、

继承编、侵权责任编等方面的重要内容。

（三）加强领导干部民法典普法。把民法典纳入各级领导干

部应知应会法律法规清单，纳入各级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

组学习内容、政府常务会会前学法计划，作为领导干部年度述法

重要内容，推动各级领导干部做学习、遵守、维护民法典的表率，

提高运用民法典维护人民权益、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稳

定的能力和水平。

（四）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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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精神，把民法典普法作为“八五”普法的重点内容，融入民法

典实施全过程、融入人民群众日常生活、融入基层依法治理，让

民法典走到群众身边、走进群众心里，通过各种形式加大宣传力

度，营造浓厚法治氛围。打造民法典学习宣传品牌，形成制度化、

常态化宣传局面。

（五）结合贯彻落实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法

治文化建设的意见》，建好用好民法典普法阵地。制作高质量民

法典普法宣传品，建设民法典宣传教育资料库。广泛开展以民法

典普法为重点的群众性法治文化活动，促进民法典普法与基层群

众文化活动紧密结合。加强新媒体、新技术在民法典普法中的运

用，不断增强学习宣传的吸引力、针对性、实效性和覆盖面。

（六）结合“再学习、再调研、再落实”活动，通过组建“八

五”普法讲师团，做好民法典讲师选聘工作。充分发挥法官、检

察官、行政复议人员、行政执法人员、律师、专家学者等法律职

业者在民法典宣传教育中的作用，经常性组织讲师团深入基层广

泛宣讲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民法典。加强以案普法，把民法典学习

宣传融入法治实践全过程。

（七）推动民法典普法与基层治理有机结合。将民法典学习

宣传纳入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创建活动的重要内容，与农村

“法律明白人”培养、农村学法用法示范户培育等工作一体推进，

健全村居法律顾问制度，提高基层干部群众运用民法典化解矛盾

纠纷的能力和水平，促进法治乡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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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上重点内容基础上，各地各部门各单位结合实际，确定

具体的宣传重点内容。

五、工作安排

根据司法部、全国普法办以及省里部署要求，进一步落实“谁

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加大全民普法力度，加强民法典宣传

工作，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不断提高普法工作的针对性和实

效性，扎实推进全面依法治市，为全方位推进高质量发展超越营

造良好法治氛围。

（一）宣传月主场活动

1.举行“追梦青春·与民法典同行”主题晚会。福建省司法

厅联合泉州市司法局牵头举办民法典主题大型文艺晚会，并组织

大学生民法典主题抖音大赛的颁奖。

2.组织参加民法典专题知识竞赛。泉州市司法局组织各地各

部门参与“中国普法”民法典专题知识网络竞答，吸引全社会积

极参与，营造良好学法氛围。

3.组织全市开展民法典集中宣传活动。在“泉州公共法律服

务”等微信公众号、官方网站，以及人群集中的楼宇、外屏电视、

公园等平台，开展民法典集中宣传活动。

（二）市直各相关单位活动

1.在泉州市公安局“指尖学法”平台，开展全市公安民警民

法典知识线上考试，为公安机关依法履职筑牢理论基础，进一步

提高一线民警规范执法的能力和水平。（牵头单位：市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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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泉州医疗保障”微信公众平台和局官方网站发布民法

典相关宣传，结合“医保服务进万家”活动，印发民法典宣传材

料，在全市医保经办机构宣传栏、显示屏等宣传阵地普发民法典

宣传标语。（牵头单位：市医保局）

3.开展面向农业生产经营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

等市场主体负责人以及村两委成员、农业种养大户等重点人群的

民法典法律宣传咨询活动。（牵头单位：市农业农村局）

4.在刺桐公园、西湖公园、东湖公园等所辖公园景区宣传栏、

公益广告牌、主次干道大型LED显示屏宣传《民法典》相关知识。

（牵头单位：市城市管理局）

5.在驻泉部队开展“军民情·民法典进军营”专题普法活动，

围绕军人婚姻、购房、借贷等广大官兵关注的法律问题，通过专

家宣讲授课或现场法律咨询、分发宣传材料等形式，积极宣传推

广民法典，营造崇军拥军的良好氛围。（牵头单位：市退役军人

事务局）

6.开展“民法典进机关”主题学习活动，邀请律师现场讲法，

组织市人防办机关、下属单位全体人员进行座谈，并视情对民法

典知识进行测试，提高全体人防干部职工法治素养提升，提高依

法行政的能力素质。（牵头单位：市人防办）

7.在局官方网站开设民法典学习专题专栏，并利用微信公众

号、电子显示屏、短信广播等方式广泛开展线上线下《民法典》

宣传普及活动。（牵头单位：市海洋和渔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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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邀请法律顾问开展民法典讲座，提高全体干部职工的法治

水平。（牵头单位：市统计局）

9.开展“民事权利的宣言书和保障书—学习《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专题讲座，推动干部职工深入学习宣传民法典。（牵

头单位：市应急管理局）

10.开展民法典学习宣传进学校活动，积极培育青少年学生

的国家意识和公民意识，不断提高青少年学生法治素养。（牵头

单位：市教育局）

11.围绕民法典实施带来的婚姻登记政策和程序的变化，组

织婚姻登记员业务考试，提高全市婚姻登记服务水平。（牵头单

位：市民政局）

12.开展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与民法典宣传进企业，构建和

谐劳动关系。（牵头单位：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13.开展“民法典进小区”活动，组织物业协会、物业公司，

通过宣传手册发放、现场法律咨询、宣传标语、宣传栏等形式，

向小区居民宣传民法典，重点普及物权编知识，倡导居民群众明

理守法，物业企业诚信经营。（牵头单位：市住建局）

（三）县（市、区）活动

1.鲤城。开展《民法典》进校园巡回讲座。（牵头单位：鲤

城区司法局）

2.丰泽。在华创园开展以“民法典宣传进园区 助推法治化

营商环境”为主题的民法典宣传活动。 （牵头单位：丰泽区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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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局）

3.洛江。开展《生活中的民法典》讲座，并编印《厝边有法》

（含《民法典》相关法律法规）。（牵头单位：洛江区司法局）

4.泉港。在植物园民法典主题公园开展主场宣传活动。（牵

头单位：泉港区司法局）

5.晋江。开展普法“梧”处不在——2021 年梧林普法主题

市集以及《民法典》主题宣讲进社区活动。（牵头单位：晋江市

司法局）

6.石狮。在石狮市八卦街传统业态市场举办民法典宣传活

动。（牵头单位：石狮市司法局）

7.南安。在南安市人民会堂门口开展民法典宣传活动。（牵

头单位：南安市司法局）

8.惠安。打造民法典宣传教育新载体，在惠安二中建设“民

法典法治教育基地”，提升校园法治化水平。在县城中心区域选

取户外T型立柱、公交候车亭灯箱、公交车投放民法典公益广告，

营造浓厚法治氛围。（牵头单位：惠安县司法局）

9.安溪。在龙凤都城社区举办民法典宣传咨询活动。（牵头

单位：安溪县司法局）

10.永春。在工业园区举行 “以法护企 共建法治化营商环

境”《民法典》宣传主场活动。（牵头单位：永春县司法局）

11.德化。在葛坑民法典主题公园开展民法典专场宣传活动。

（牵头单位：德化县司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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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台商。开展“民法典进乡村”普法宣传活动。（牵头单位：

台商投资区综治工作办）

各主题活动由牵头单位结合部门和地方实际，细化宣传主

题，策划特色鲜明的宣传活动并组织实施，宣传活动具体方案请

报送市司法局。

六、工作要求

（一）突出思想引领。坚持用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民法典学

习宣传工作，将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到“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

主题宣传全过程，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确保正确的政治方向和舆论导

向。正确阐释民法典的内涵和意义，讲好中国民法典故事，使民

法典精神深入人心，以民法典精神凝心聚力。

（二）加强组织领导。充分认识民法典普法在推进社会治理

中抓前端、治未病的重要作用，把“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主

题宣传作为“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的重要内容、作为“八

五”普法一项重要任务，全面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

和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媒体和互联网公益普法等工作制度，

形成上下联动、广泛参与、共同行动的民法典普法格局。深入挖

掘民法典学习宣传先进典型，总结宣传推广好经验好做法。

（三）注重面向基层。将民法典学习宣传与人民群众生产生

活紧密结合，坚持热在基层、热在群众，结合“三下乡”等活动，

积极搭建便于群众参与、乐于参与的平台载体，综合运用多种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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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形式，增强吸引力，扩大覆盖面，提升全社会尊法学法守法用

法意识。

（四）增强实际效果。坚持效果导向，从人民群众实际需求出发

开展主题宣传。坚持集中宣传与经常性宣传相结合，重在经常，

进一步提高民法典普法针对性和实效性。结合当前疫情防控工作

实际，坚决杜绝形式主义、走过场，不给基层和群众增加负担。

中共泉州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普法协调小组 2021 年 5 月 8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