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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海洋大学 2021 年普法工作计划
（沪海洋规〔2021〕2 号）

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是“十四五”开局之

年、“八五”普法工作开局之年，也是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关键之年。2021 年，学校普法工作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和中

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精神，引导学校广大师生自觉尊法学法

守法用法，为营造良好的校园法治环境，推进学校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法治保障。

一、统筹普法规划，把握依法治校正确政治方向

（一）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

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要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深刻认识习近平法治思想重大意义，准确把

握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义，增强学习贯彻的思想自觉、政治

自觉、行动自觉，通过学习培训、宣传解读，扎实推进学习宣传

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各项工作，切实把科学思想转化为依法治校

的实际成效。（责任部门：宣传部、法律事务办公室）

（二）深入学习宣传党内法规。适应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

党新形势新要求，切实加大党内法规宣传力度。突出宣传党章，

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尊崇党章，以党章为根本遵循，坚决维护党章

权威。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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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例》等各项党内法规，注重党内法规宣传与国家法律宣传的衔

接和协调，坚持纪在法前、纪严于法，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

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做党章党规党纪和国家法律的自觉尊崇者、模

范遵守者、坚定捍卫者。（责任部门：党委办公室、组织部、宣

传部、纪监综合办）

二、增强法治观念，深入学习宣传宪法及新颁布法律法规

（三）加强宪法学习宣传。坚持把学习宣传宪法摆在首要

位置，在全校深入开展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

法、运用宪法的宪法学习宣传教育活动，普及宪法知识，弘扬宪

法精神。把宪法法律学习列为学习的重要内容，纳入全校师生法

律培训教育体系。加强大学生宪法法律教育，增强大学生的规则

意识、法治观念。组织开展 2021 年“12．4”国家宪法日和“宪

法宣传周”集中宣传活动。（责任部门：法律事务办公室、宣传

部、研究生院、学生处、团委）

（四）做好新颁布法律法规学习宣传。聚焦学习宣传《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开展系列培训，大力弘扬平等自愿、诚实信

用、权利义务相致、公序良俗等法治精神和契约精神，大力弘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法治和德治相结合，不断提升法治素

养和道德修养。聚焦重点领域，大力宣传高校安全管理、知识产

权管理、高校合同管理、高校人力资源管理、高校后勤管理、采

购招标管理等领域的法律法规及法律实务。（责任部门：法律事

务办公室、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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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推进依法治理，全面提升法治建设水平

（五）加强学校规范性文件的宣传解读。充分发挥好规范性

文件指引方向、规范行为、提高效率、维护稳定、防范化解风险

的重要作用，加强宣传解读，使规范性文件的制定过程成为宣传

普及法律意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教育引导全校师生认识并

执行现有制度要求。（责任部门：各部门）

（六）进一步强化和推广依法治校的着力点，在对接广大师

生的实际需求，了解学院、部门的重点难点问题的基础上，有针

对性的开展普法工作，促进形成普法工作服务各学院各部门、服

务广大师生的有效工作联动机制。（责任部门：法律事务办公室）

四、推进创新普法，实践法治宣传教育新载体、新方法

（七）推进“互联网+法治宣传”活动。把新媒体普法平台

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加快法治宣传教育工作科技进步和信息

化建设。充分发挥学校新闻网、易班、校报、广播、宣传栏、电

子屏、微博、微信等媒体优势，运用师生员工喜爱、内容丰富、

形式多样的法制宣传形式，拓展法制宣传教育平台，增强法制宣

传教育的实效性。（责任部门：法律事务办公室、宣传部、学生

处、研究生院、团委）

（八）体系化推进以案释法工作。分专题分领域定期发布普

法工作案例专报，将普法融入解决实际问题和提供法律咨询服务

当中，积极开展法务论证、法律意见书、合法性咨询与审核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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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法律咨询服务，切实提升普法服务学校依法治校工作的实效

性。（责任部门：法律事务办公室）

五、加强普法队伍建设，构建大普法工作格局

（九）构建“三位一体”普法宣传队伍。以知法用法为重点，

加强校内外法学专家、资深律师和法院法官的“三位一体”普法

宣传队伍的作用发挥，促进形成自上而下、全方位、多层次的法

治宣教格局，进一步加强需求调研，加强普法工作向二级学院延

伸。（责任部门：法律事务办公室）

（十）努力构建校园大普法格局。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

原则，积极配合上级普法部门，注重发挥学校在法制教育中的积

极作用，鼓励和引导全校师生员工积极参与，发挥文法学院专家

教授、学校法律顾问的作用，利用共建活动、志愿服务等平台，

开展公益普法宣传，促进学校履行法治宣传教育的社会责任，努

力构建社会大普法格局。（责任部门：法律事务办公室、宣传部、

海洋文化与法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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