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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建设法治社会主要有哪些重点？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法治社会是构筑

法治国家的基础。”这一重要论述深刻阐释了坚持法治国家、法

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内在逻辑，强调了法治社会建设在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的重要地位。报告对加快建设法治社会

作出战略部署，主要有以下 5个方面。

第一，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

要树立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培育全社

会法治信仰，强化人们的法治理念、法治思维，充分发挥法治文

化的引领、熏陶作用，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社会氛围，引

导全体人民做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

卫者。要挖掘中华法制文明的深厚底蕴，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

文化，从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探索适合自己的法治发

展道路，同时借鉴国外法治有益成果，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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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建设覆盖城乡的现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覆盖城

乡、便捷高效、均等普惠的现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有利于贯彻

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宪法原则，使我国公民不论经济条件好坏、

社会地位高低都能获得必要的法律服务；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正

义，保证人民群众在遇到法律问题或者权利受到侵害时获得及时

有效法律帮助。要推进基本公共法律服务均衡发展，保障困难群

体、特殊群众的基本公共法律服务权益；加快律师、公证、仲裁、

司法鉴定等行业改革发展，完善公共法律服务管理体制和工作机

制，推进公共法律服务标准化、规范化、精准化，为群众提供便

捷高效的公共法律服务。要构建公共法律服务评价指标体系，以

群众满意度来检验公共法律服务工作成效。

第三，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增强全民法治观念。要坚持

法治宣传教育与法治实践相结合，加大全民普法力度，认真落实

“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增强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和实效

性，使法治成为社会共识和基本原则。要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法

治思想，大力宣传宪法知识、弘扬宪法精神、增强宪法意识，广

泛宣传与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引

导社会各方面广泛参与立法，把立法过程变为宣传法律法规的过

程；充分发挥法律服务队伍的专业作用，健全媒体公益普法制度，

培育壮大普法志愿者队伍，形成各方面广泛参与普法活动的实践

格局。

第四，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

平。要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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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

社会治理格局，依法维护社会秩序、解决社会问题、协调利益关

系、推动社会事业发展，培育全社会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

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环境；要推进市域、城乡社区、

企业学校等基层单位、人民团体和社会组织等多层次多领域依法

治理，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确保社会治理过程人民参与、成效人民评判、成果人民共享。要

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推进社会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第五，坚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发挥领导干部示范带

头作用。“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领导干部

拥有领导权力，具体行使立法、行政、监察、司法等各项国家权

力，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关键。领导干部必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法治思想，牢固树立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权由法

定、权依法使等基本法治观念，带头尊崇法治、敬畏法律，了解

法律、掌握法律，遵纪守法、捍卫法治，厉行法治、依法办事，

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

盾、维护稳定、应对风险的能力，做法治建设的模范、制度执行

的表率，以实际行动带动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文/省驻沪单位党委编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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