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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中国新要求：“谁执法谁普法” 

今年全国两会，“法治”依然是热词。无论是政府工作报告，还是全国

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法治脉动贯通全篇。有细心的网友盘点发现，仅政府

工作报告中，“法”字就出现了 68 次。“法”的内容涵盖、贴合群众切身利

益的方方面面。 

2015 年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开局之年。如何让法治理念、法治思维、

法治精神、法治信仰入脑入心，成为全民共识，这一课题变得非常紧迫。 

 

  “谁执法谁普法”是法治国家的新要求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实行国

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的普法责任制，建立法官、检察官、行政执法人员、

律师等以案释法制度，加强普法讲师团、普法志愿者队伍建设。 

  执法司法人员普法具有天然的优势。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是法治信仰最

好的支撑，也是最好的普法实践。“将普法与立法司法执法关联在一起具有

重要的现实意义。法的执行力既需要靠执法机关执法办案，也要靠全民守法

来实现。”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林荫茂认为，法的贯

彻执行需要靠大家守法，守法的前提是普法，让百姓知道法律，“谁执法谁

普法”体现了法治中国的新要求，凸显了执法主体对普法的重要责任。执法

机关对其执法对象、执法内容、执法当中存在的问题最了解，他们开展普法

也更具针对性、及时性、有效性。 

  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邯郸市检察院副检察长贾春梅认为，国家机关的

工作涉及人民群众学习、生活、工作的方方面面，由执法者在为群众办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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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进行普法教育，更具有亲历性和普及性，更利于人民群众接受。如交警

部门宣传交通法规，税务部门宣传税法，劳动保障部门宣传劳动保障的相关

法律法规。 

 

  全民普法重点“普”什么 

  “在基层百姓中间，相比学校里普及的法律知识，我认为普法重在‘普’

法律意识。当百姓遇到任何问题，他第一时间想到的是用法律解决问题，那

就达到了我们现阶段普法的真正目的。”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瑞昌市公安

局肇陈派出所教导员周俊军说。 

  周俊军有着多年的基层办案经验和体会。他认为，在整个社会营造一个

尊法、守法的氛围，就要通过依法行政、规范执法、公正司法来实现，让群

众相信法律、尊重法律、依靠法律。 

  “目前，公检法机关都在积极推进以案释法的普法方式。有些地方的检

察院联手法院将某些案件的庭审现场搬到了田间地头，让百姓当面见证、亲

身经历司法程序，效果很明显。”周俊军认为，虽然老百姓可能还是不懂得

法律条文，但通过这样的形式，最起码他感受到了法律的严肃和权威。 

 

  活生生的案例是最好的普法素材 

  一次公正审判的普法效果，比背 100 遍法律条文的作用还大。这也是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另一种解读。

“政法机关的执法司法实践，都是在办理具体的个案，庭审、调解、裁判、

执行过程中都是针对特定当事人的法律宣传和教育。”林荫茂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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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法部门和司法机关应该始终坚持把法治宣传教育落实到办理的每

一起案件，体现在执法司法的每一个环节，促进办案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

的同步提升。”贾春梅说。 

  2 月 26 日，全国两会开幕前夕，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关于深化检察

改革的意见(2013-2017 年工作规划)》(2015 年修订版)。《意见》明确指出:健

全“谁执法谁普法”的普法责任制，建立检察官以案释法制度。 

  贾春梅说，“最高人民检察院将‘谁执法谁普法’的普法责任制写进了

五年改革工作规划，落实了中央精神，体现了检察机关的责任自觉。”贾春

梅解释说，检察院在审查办案过程中，通过出庭支持公诉指控犯罪、发表公

诉意见宣传法律，教育旁听群众。结合特定区域、单位、群体中的案发特点，

检察机关联合公安、法院、司法行政、文化、教育等部门，选择具有教育意

义的典型案件现场开庭，或者公开听证，以活生生的案例对工人、学生、居

民、村民进行法治教育，以案说法，以案促教，实现办理一案、教育一片的

法治效果。 

“‘谁执法谁普法’并不排除和减轻其他部门在普法过程中的责任。比

如教育部门还应该继续推动法律进课堂，司法行政部门应该继续通过普法

规划来推动全民法律知识普及，新闻媒体要通过宣传报道普法。同时，还要

高度重视新媒体在普法宣传中的重要作用，不断探索创新普法方式，增强普

法效果。”林荫茂最后补充道。 

 

（来源：正义网-检察日报 2015 年 03 月 1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