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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法治精神 建设法律文化 

敬元沭

    改革开放的大潮向我们展现出现代社会生活的日益纷繁，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变革

和挑战。如何适应形势，强化大局意识和法律文化建设的理念，如何与时俱进，在变革和创新中寻求新的

发展，是当前需要认真思考的现实性课题。  
    
    世界是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观点，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特征和逻辑起点，它要求我们尽可能详尽地

分析事物之间及事物内部各个方面、各个要素之间的联系和发展变化规律，从而把握事物运动发展的总趋

势，在不断寻求事物前进性质的变化中实现发展。普法依法治理工作与立法、司法、执法一样，是我国法

治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法治不仅表现为实体结构，同时更是一种文化形态，普法在推进法治的

过程中是一项基础性、前导性的工作，在法律制度建设中正是承担着法律文化建设的重要职能，而法律文

化建设涉及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诸多领域。满足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要求，树立人文的普法理

念，在普法过程中从“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出发，从法律文化对人的思维、道德、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影响

入手，通过法律文化的传播提高全民的法律文化素质，形成一种依法治理、循法而动的社会定势，从而丰

富中国传统文化中现代法律文化的内涵，既是建设现代化法治国家的未来发展大计，同时也是迅速适应国

际竞争环境迎接挑战的当务之急。我们应当将普法工作纳入社会文化建设的范畴和总体背景下来考察，突

出普法作为文化形态的社会功能与作用，充分认识普法与其他相关领域工作相互联系制约、互为存在和发

展条件的整体互动关系，树立“大普法”的理念，将普法作为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系统工程和产业的重要

构成，寓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项事业中，融入公民学习、娱乐、休闲、旅游等生活环节，赢得公

民和全社会对法律文化建设的主动参与，才能营造出良好的法治舆论环境和法律文化氛围，形成一种为大

家普遍遵守的文明法治的社会生活方式，从而把法治的种子深播在民众心里和社会的土壤中。  
    
    发展是新事物代替旧事物的过程，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永远是发展的源泉活水。汤之盘铭云“苟日新、

日日新、又日新”、歌德云“生活之树常青”，皆倡时运移而理迁，事因革而更新。新时期普法依法治理工作

要实现更快发展，也必须随时而动，因势而变。面对社会发展的纷繁变化，我们必须改变传统的思维模

式，伴随当代生活的脉动，经常分析和把握社会矛盾运动的新动向和规律，及时调整法制宣传教育的内

容、运行机制和宣传方式，在创新中求发展，这是展现我们主观能动性、提高工作活力、实现更好社会效

益的基本要求。普法工作的创新应当在为经济建设、法治实践和公民生活服务的过程中实现。当前，调整

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运用法律手段对公民利益格局进行调整的艰难过程，影响到人

们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利益分配等诸多方面。普法无疑应当围绕普通公民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依法维

权的客观需求来进行，使法律真正成为公民保障自己权利和建设小康生活的“护身法宝”。在调整社会公权

与私权关系的过程中，我们应更多着眼于限制和制约公权的过度扩张，将提高公职人员的法律素质、促使

其严格依法自律作为普法的重点。在宣传方式上，要树立起法律文化传播的理念。要以参与的、互动的、

立体的、全民的宣传教育方式来取代过去指令式、灌输式、居高临下式、群众运动式的普法办法，注重趣

味性和人性化，力图通过自然交流和感染来影响受众的思维和生活方式，使法治精神在不经意中逐渐地融

入人们的生活和主流文化之中，改善社会的法治文化氛围。近些年来，我省“12348”法律咨询电话的有效

运作、城镇社区法律服务的延伸、媒体普法专栏和节目的多样化、网络互动式法制宣传教育的尝试等，都

是普法方式卓有成效的创新。我们还应树立整合社会资源办普法的理念，尝试科学调动和优化配置各种社

会资源，通过市场化运作的方式，推进有全社会参与的普法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惟有开阔视野，坚持以联系和发展的观点思考和创新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致力于法律文化的长远建

设，我们才能不断开拓新局面，推动经济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更快发展，建构起现代化法治国家的伟厦。 

    
     
    （安徽省司法厅法制宣传处 敬元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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