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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是法治媒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法制宣传的重要载体

和有生力量。多年来，各地方法治报，坚持求真务实，改革创新，积

极引导舆论，大力宣传我国民主法治建设新成就，宣传宪法和国

家基本法律知识，宣传有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面的法律法规，

宣传与群众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在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提高

公民法律素质和全社会法制化管理水平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

全面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

中，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在我国文化体制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地

方法治报社长（总编辑）召开会议，研究问题，交流经验，必将有力

推动法治报业的发展，提高法治报的活力和竞争力。

《法治报的创新时代》的出版，是这次会议的精心安排，是全

国 20多家省级法治报办报和经营亮点的交流，是法治报人的心

得寄语、工作特色的展示，是版面图式和社长（总编辑）、采编人员

风采照片的合集。全国各地情况不同，但在党的领导下，在依法治

国基本方略的指引下，大家有着共同的目标、任务，追求着相同的

事业。各报呈现的亮点、心得寄语等，于己可以推动和提升工作，

与他则有借鉴和推广的价值。希望通过这本书，进一步增强全国

法治报人的联络，取长补短，互通有无，共同进步，更好的完成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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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人民赋予法治媒体的光荣使命。

时光无限，人更精彩。本书的内容是法治报人智慧和经验的

结晶，本书的出版，也是他们智慧和策划的兑现。希望再接再厉，

牢牢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按照“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

的要求，唱响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时代旋律，在全社会

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致力于培

育社会主义法律文化，努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法治需求，

在各自的阵地上追求优异，展现绽放。

宁夏法治新报社为《法治报的创新时代》的出版，付出了辛勤

劳动，谨表谢意。同时感谢宁夏日报报业集团的关心和支持。

中华全国法制新闻协会秘书处

二○一二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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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日报报业集团
党委书记、社长 刘卫

宁夏日报报业集团
总编辑 沙新

序 二
微言笃行 求真务实

刘 卫 沙 新

法制宣传和法制信息传播是对和谐社会秩序的追求和维护，

体现保护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微言笃行，求真务实，用人文关怀

精神，与读者一起理性地关注社会，追求正义与公平。

在思考中提升责任，在奋斗中砥砺意志，在沟通中留下真诚，

在交流中启迪智慧。

二○一二年八月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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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辽 宁法制报一直坚持“贴近政法、贴近基层、贴近群众”的

价值取向，在服务中发展，在发展中服务。“激情、创新、

和谐、发展”是报社的社训，报社员工一直籍此为基，把服务理念做到

极致，并实现了超越。

崔 巍
辽宁法制报社 社长

男，1963 年 7 月出生，博士，高级编辑，1985 年 8 月辽宁大学哲学系毕业后

到辽宁日报社工作，历任辽宁日报记者、辽沈晚报体育部主任、球报总编辑、半岛

晨报常务副总编辑、辽宁日报传媒集团经营管理部主任、辽宁法制报总编辑，现

任辽宁法制报社社长。

崔巍同志自 2007 年 7 月到辽宁法制报社工作以来，确立了辽宁法制报“服

务政法、服务综治、服务基层、服务群众”的办报指导思想，以“大综治，大法治”为

核心，以全省政法综治系统报道为骨干阵地，使辽宁法制报成为辽宁省政法宣传

的主渠道、主阵地，成为全省行政执法部门的宣传依托。受到省委政法委和全省

政法机关的肯定与好评，先后荣获全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集体、辽宁省青年

文明号等荣誉称号。

003



法
治
报
的
创
新
时
代

《辽宁法制报》办报经营亮点辑要

辽宁法制报社

一、抓牢综治这块主阵地

辽宁法制报订阅的一半份额，来自于综治系统的发行。这块阵地

的巩固关乎发展根基。我们和全省各地的综治系统都建立了深深的

情感联系，在全省各市各县区都建立了报道和发行的网络。关系的稳

定，在于日常的维护，每年，我们都要想一些策划，既能够推动综治工

作，又能够密切彼此感情。2011年是中央推出综治工作 20年的纪念

日，我们推出“20年 20城———一城一品话创新”的策划，与辽宁省综

治办合作，走访省内 20个在社会管理创新中有所建树的城市，通过

这个历时几乎半年的走访，再次加深了彼此的情感联系。2012年是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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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更名为“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办公室”

的元年，我们就此结合省委政法委的典型宣传需要，推出一些策划，

在系统产生了深深的影响力。

二、大法治理念之下的拓展

法制报的发展要有基础，比如政法综治和公检法司这一块。法制

报的发展，又不能仅仅局限于这一块。这几年，我们尝试拓展行业领

域，在依法行政这一块有效拓展资源。

从 2010年起，辽宁法制报就与辽宁省工商局、辽宁省消费者协

会合作了《红盾视窗》专版和后来的《消费者专刊》，与辽宁省国税局

合作出版了《国税之窗》，与

辽宁省教育厅合作的“校园

安全”专版，与辽宁省新闻

出版局合作的“农家书屋”

专版，这些都是合作共赢的

范例。

这种合作在于取长补

短，报纸提供了版面成为一

个行业系统的交流阵地，行

业系统的内部订阅又促进了报纸的发行量和影响力。而且，与职能

部门的合作，还有很多附加效应，权威的合作单位带来良好的商业

效益。

三、与反邪教工作紧密联系一起

2012年，本报与省委政法委防范和处理邪教工作办公室合作，

推出了《正道》专版和《正道》橱窗版。为此，省防范办专门出台文件，

专门要求了《正道》的发行工作。几乎全省的每个乡村和社区，都普及

到了辽宁法制报和《正道》橱窗版。我们准备把“正道”这个名字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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