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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谁执法谁普法”履职情况的
自查评估报告

市依法治市办：

2024年，市中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忠实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

二十大、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落实《 “八五 ”普法规划

（2021-2025）实施方案》要求，建立健全法治宣传教育机制，

扎实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各项工作，推动普法工作创新发展，全

面展示银川法院普法工作的积极作为和生动实践。现将工作开

展情况报告如下。

一、工作开展情况

（一）加强组织领导，健全机制保障

中院党组以真抓实干、落地见效为自我要求，全面落实“八

五”普法工作要求，建立以研究室为牵头部门、各审判执行部门

为具体落实部门的普法宣传工作机制。印发《银川市中级人民

法院 2024年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要点》，结合工作实际修订“谁

执法谁普法”内容清单、措施清单、标准清单和责任清单，并

向社会公布，以“精准普法”“点单式普法”为目标和方法，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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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全院各部门普法工作作出安排部署，进一步压实普法责任、

健全工作机制、强化督查考核，全力抓好普法各项工作，实现

普法教育常态化。

（二）强化理论学习，夯实思想基础

院党组、机关党委及各党支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以党章、准则、条例为重点，将党内

法规学习宣传融入理论学习，把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纳入长期

学习内容，党组中心组学法 10 次，举办法治讲座、报告会 2 次。

用好“学习强国”“法官讲坛”“人民法院大讲堂”“宁夏干部教

育培训网络学院”等平台载体，创新学习方法，丰富学习内容，

以审判工作推进会、“贺兰雪”青年理论读书会、“贺兰雪大讲

堂”、党支部“三会一课”、主题党日活动等多种形式，增强学

习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积极营造学法用法普法的浓厚氛围。今

年以来，共组织专题党课、学习研讨、撰写心得等 10 余次，举

办“贺兰雪”青年理论读书会、“贺兰雪大讲堂”6 次。

（三）突出重点领域，强化以案释法

市中院将普法工作融入审判执行工作全过程，强力推动法

治宣传提质增效。

一是诉源治理+法治宣传。坚持“抓前端、治未病”理念，

强化司法调解与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行业调解的对接与在基

层社会治理上的共享、共治，健全“非诉解纷挺前、司法协同

保障”的诉非联动机制，集中推出“无讼社区（村居）”创建、

执行案款管理专项清理行动等司法便民利民措施。积极深化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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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法院 169 个“共享法庭”职能作用，发挥纠纷预防化解、指

导诉前调解、普法宣传指导等功能，将一站式多元解纷机制主

动融入到党委政府领导下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中，把政府主导

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强化矛盾纠纷就地化解，让群众从

“有矛盾找法院”到“有矛盾先找基层组织”转变，学法用法

融入日常生活，推动形成全民共建共治共享法治平安建设氛围。

二是延伸职能+法治宣传。强化答疑释法活动，重点宣传婚

姻家庭、民间借贷、房屋买卖、侵权责任法等与群众生活密切

相关的法律法规，讲解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涉众型集资和诈骗

类犯罪危害，通过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执行专项活动宣传

等以案释法，推动建立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发布劳动审判白皮

书、行政审判白皮书及高额彩礼专项治理工作白皮书，同时发

布相关典型案例，切实发挥司法裁判在整治相关社会问题重点

规范、评价、教育和引导作用。积极参与社会治理，通过办案

关注、思考类案成因，对发现的案件背后的深层次社会治理问

题，及时提出必要可行的司法建议，完善落实情况跟踪、催办、

通报机制，以“小切口”推动解决全市社会治理“大问题”,共

发出司法建议 13 份。

三是司法公开+法治宣传。始终把推进司法公开作为深化司

法改革、提升司法公信力和推进普法工作的重要手段，着力构

建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邀请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 70 余人次观摩庭审、见证执行活动、评议减刑案件等，

按期向代表委员寄送《银川审判》《银川法院年报》，通报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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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动态和典型案例。

（三）注重普法成效，提升法治意识

把“以案释法”作为普法的重要举措，持续深入推动旁听

庭审常态化制度化，突出诉讼案件特点和普法教育重点，定期

举办法院开放日、旁听庭审活动，扩大庭审旁听群体和案件类

型覆盖面，共接待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职工、中小学生等 400

余人次旁听案件，不断提升法治教育效果。

一是充分宣传民法典的重大意义。民事案件与人民群众权

益联系最直接最密切，市中院秉持公正司法，不断提高民事案

件审判水平和效率，强化财产权保护、人格权保护，结合普法

责任制“四清单一办法”修订工作，把民法典学习宣传融入法

治实践全过程，就群众关心的婚姻家庭、民间借贷、物业纠纷

等问题，在官方微信公众号设立“民法典宣传月”专栏，通过

图文并茂、以案释法、“一问一答”等方式宣传讲解民法典重点

内容，以“小案件”讲“大道理”，引导群众养成自觉守法、遇

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意识和能力，宣传民法典精神，传播

中国法治声音。

二是针对贪污贿赂、渎职犯罪、电信诈骗犯罪等典型案件，

把警示教育课“搬”到庭审现场，邀请机关党员干部参与旁听，

“零距离”“全景式”感受法律威严，提高广大干部遵纪守法意

识，营造良好社会风气。注重青少年学法用法问题，通过“送

法进校园”对未成年人进行法治教育，开展专题法治讲座，增

强青少年法治观念，有效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提高未成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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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辨是非和自我保护的能力。先后开展预防性侵、校园欺凌、

抵制毒品、反电信网络诈骗等法治讲座进校园活动 8 场次。

9月 13日开展的反校园霸凌“模拟法庭线上直播”活动，由学

生们分别扮演审判长、审判员、公诉人、辩护人、书记员、法

警等角色，按照法定程序进行法庭调查、法庭辩论等环节，将

真实的庭审现场全面展现，约 200名学生代表现场观看，全市

各中小学师生、家长“云观看”，市中院抖音平台曝光量 1.2万

人次，视频号点赞 2.3万次。

三是注重全民普法工作，以“法律八进”“法官六进”等活

动为载体，学习宣传与广大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民法典、

婚姻法、环境保护法、反有组织犯罪法等法律法规，先后编印

普法宣传手册 1000余册；随白皮书发布家事审判、劳动争议、

行政审判典型案例 26件；另有营商环境、刑事审判、执行工作、

多元解纷等系列的典型案例百余件，通过相关媒体平台动态传

播转发，以案释法，万余人次阅览。围绕重要宣传节点和内容，

稳妥有序开展主题宣传活动。4·15国家安全教育日、4·26知

识产权宣传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宣传月、6·26禁毒宣传日、

宪法宣传周、扫黑除恶、养老诈骗、未成年人保护等专项法治

宣传前后，精心策划，组织开展庭审观摩、公开宣判、法治讲

座、专题报道等宣传活动，引导群众自觉遵守法律法规。11月

21日在西夏法院开展“法院开放日”活动，邀请民营企业代表

旁听劳动争议案件庭审，开展“企用工规范管理”专题授课，

落实“点单式”精准普法，收到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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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充分利用新媒体政务号等载体，围绕法院重点工作不

断拓展普法宣传新渠道。聚焦群众身边事、生活事、日常事，

运用图文、短视频、漫画等多种方式开展普法宣传，打造具有

银川法院特色的优质司法宣传品牌。“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

生态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保护、乡村振兴等多主题亮点纷呈，

以司法审判服务保障新质生产力。“群星闪耀的银法人”“法边

余墨 案后余思”等专栏持续发力，通过一个个“小我”、一件

件“小案”、一桩桩“小事”，以小见大用法治精神侵润人心。《一

“典”就亮》《你的路，有它守护》《“要没有你们这些‘攒劲’

人，我们老农民打官司太难了”》宣传作品被司法部、最高院公

众号转发采用。市中院微信公众号、抖音、视频号等新媒体刊

载普法工作信息 2719条，其中在国家级媒体刊载 6条，在自治

区级媒体刊载 37条。

二、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市中院普法工作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还存在一些不足

和短板：

一是普法方式还需进一步创新。传统的讲座、发放资料等

宣传形式较为集中，宣传对象多为老年人，宣传效果有限。原

创作品较少，对新媒体如网络直播、短视频等运用还需进一步

加强，需要增强对年轻群体的吸引力。

二是普法针对性还需进一步提高。普法内容上针对不同受

众的法律需求差异考虑不周，对快递小哥、美团骑手等新业态

劳动者以及外来务工人员较多的建筑行业等流动人口集中的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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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还需更加重视。

三是案例普法还需进一步强化。审判人员、审判辅助人员

在办案之余，把判决之后的效应挖掘出来的普法意识还需强化，

典型案例的宣传形式单一，大多为简单的庭审信息、活动信息，

需要进一步挖掘普法宣传价值。

三、下一步工作打算

银川法院将以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法治思想为引领，

持续深化普法宣传工作，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着重做好

以下重点工作。

一是围绕普法宣传责任分工为重点，创新普法方式，积极

发挥“豸·平”融媒体工作室作用，以法治“主题”、法院“主

场”、法官“主体”、审判“主业”为重点，制作法律知识短视

频、直播普法节目，增强普法趣味性和互动性，聚力打造银川

法院普法工作品牌，提升普法内容、形式、载体的数字化水平，

不断增强法治宣传教育吸引力、感染力。

二是开展普法需求调研，结合普法对象的关注点和实际需

求，制定个性化普法方案，选择重点法条进行宣讲。在外来务

工人员比较集中的建筑行业、餐饮行业、快递行业、网约车行

业开展“短、平、快”的实用性强、易于接受的法治宣传教育。

强化能动司法意识，根据审判执行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及时发

出具体建议，加大司法建议和以案释法力度，实现“审理一案

教育一片”的效果。

三是加强宣传工作考核，严格落实“谁执法谁普法”，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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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门转变法治宣传工作理念，提升以案释法的主动性、能动

性。“一个案例胜过一沓文件”，在诉讼活动和办案各个环节中，

注重及时解读法律，释疑解惑，让执法办案和法律服务成为普

法的过程，使热点案例的审理变成全民普法的公开课。结合审

判执行工作特点开展庭后、判后答疑和以案释法，通过个案处

理向诉讼群众和社会各界普法，推动宣传方式由“大水漫灌”向

“精准滴灌”转变。

四是高质量提升普法宣传效果。拓宽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影

响范围，选取案件发生地进行巡回审判，主动邀请代表委员以

及各界群众旁听庭审，扩大审判的社会影响。选取典型案例，

通过公开庭审、公布裁判文书、法律宣传等司法公开工作，发

挥司法的示范、评价和指引作用，促进全民法治宣传教育普及

率提升，在更高水平的法治银川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4年 11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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