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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搞好法治宣传教育
                            营造良好法治氛围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努力建设法治中国的必

然要求和重要保障，事关党执政兴国、人民幸福安康、国家长治久安。

我们党长期重视依法治国，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

党中央对全面依法治国作出了重要部署，对法治宣传教育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明

确了法治宣传教育的基本定位、重大任务和重要措施。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健全

社会普法教育机制”；十八届四中全会要求“坚持把全民普法和守法作为依法治国的

长期基础性工作，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十八届五中全会要求“弘扬社会主义法

治精神，增强全社会特别是公职人员尊法学法守法用法观念，在全社会形成良好法

治氛围和法治习惯”。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领导干部要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

范。法治宣传教育要创新形式、注重实效，为我们做好工作提供了基本遵循。

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依法治国在党和国家工作全

局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严格执法、公正司法的要求越来越高，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责

任越来越大。按照全面依法治国新要求，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充分发挥法治宣传

教育在全面依法治国中的基础作用，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为“十三五”时期

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法治环境，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贡献，责任重大、意义重大。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依法治国重要思想，深入扎实地做好“七五”普法

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联合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经过反复研究、精心

准备，特组织国内从事法律教学、研究和实务的专家学者，在新一轮的五年普法规

划实施期间，郑重推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精品书库（六大系列）”，即《全国“七五”

普法统编教材（以案释法版，25册）》《青少年法治教育系列教材（法治实践版，30册）》

《新时期法治宣传教育工作系列丛书（30册）》《“谁执法谁普法”系列丛书（以案释

法版，70册）》《“七五”普法书架——以案释法系列丛书（60册）》和《“谁执法谁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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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宣传册（漫画故事版，70册）》。六套丛书均注重采取宣讲要点、以案释法、图

文并茂、通俗易懂的形式，紧紧围绕普法宣传的重点、法律规定的要点、群众关注

的焦点、社会关注的热点、司法实践的难点，结合普法学习、法律运用和司法实践

进行了全面阐释。丛书涵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方方面面，系统收录了

各类法律法规和规章，筛选了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各类

典型案例，清晰展现了法律教学研究和司法工作的生动实践，同时兼顾了领导干部、

青少年学生、工人和农民等不同普法对象的学习需求，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操作性，

对于普法学习、法学研究和司法实务均具有较好的参考价值。

丛书的出版，有助于广大公民深入学习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布局，

系统掌握宪法和法律规定，学会运用多样的权利救济途径表达诉求、维护合法权益；

有助于广大行政执法人员和法律工作者进一步优化知识结构，丰富相关法律知识储

备，强化能力素质和提高工作水平 ；有助于广大司法实务工作者准确把握法律应用

方面的最新进展，解决实际工作中存在的司法疑难问题。

诚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日新月异，依法治国的实践也在不断丰富和发

展。丛书出版后，还需要结合普法实践新进展，立法工作新动态和执法司法新需求，

及时进行修订完善和内容更新，以确保读者及时、准确掌握中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的新要求、立法执法的新进展，使丛书的社会应用价值不断提升。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必须不断提高全社会的法律应用水平。衷心希望这六套丛

书的出版，能够在普法学习宣传、法学理论研究和教学、法律工作实务方面起到应

有作用，切实有助于广大公务人员能够更好地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工作，

带头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 ；有助于执法司法工作人员始终坚持严格执法、公正司

法，不断提升执法司法能力 ；有助于广大干部群众坚持依法治理，加强法治保障，

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更好地营造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良

好氛围。

                                                                                   

                                                                       本书编委会                                 

                                                       2016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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