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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青少年法治安全教育先进乡村（社区）创建指南 
重点指标 创建要点 具体要求 

依法治理 
推进依法治理，

无重大违规行为

和安全事故。 

1.依照宪法和法律法规，保证基层民主法治建设的正确方向。 

2.助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加强法治乡村（社区）建设，提高

乡村（社区）治理法治化水平 

3.乡村（社区）党组织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党风廉政建设

扎实有效，三年内无重大违规行为、伤害事件和安全事故。 

组织保障 

加强组织、制度、

经费等保障，协

同抓好抓实创建

工作。 

1.各乡村（社区）将创建活动作为一项重要的任务摆上议事

日程，将创建工作纳入年度工作部署和工作目标管理责任制

考核，加强责任落实，经费保障。 

2.制定切实可行的创建方案，有计划、有步骤地全力推进。 

3.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组织机构健全，职责和工作制度明确。 

4.创建工作有部署、有培训、有考核。主管部门认真履行职

责，其他部门发挥职能优势，协同抓好创建工作。 

宣传内容 

深入学习宣传习

近平法治思想、

宪法、民法典、与

未成年人保护密

切相关的法律法

规，并与文明道

德教育相结合。 

1.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引导青少年充分认识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2.学习宣传宪法法律以及新颁布、新修订法律法规。 

3.学习宣传民法典及相关新规定新概念新精神。 

4.学习宣传《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家庭

教育促进法》等青少年成长成才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 

5.坚持法德并举，组织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宣传

优秀传统道德文化，传承良好家风家训，培育富有地方特色

和时代精神的乡贤文化。 

阵地建设 

加强法治阵地建

设，广开宣传渠

道，提升法治宣

传良好氛围。 

1.依托现有基层党建或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法治公园、法治

长廊、法治宣传栏、法治景区等法治宣传教育阵地，广泛开展

以案普法、以案释法、法治文艺演出、法治讲座等各种形式的

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 

2.张贴法治宣传挂图，设立法治图书角，满足民众对法律知

识的需求。 

3.利用社区微信群等互联网技术推送，法律知识、法治公开

课、法治实践活动等内容。 

4.建有功能完备、设施健全的公共法律服务工作室、五老法

治工作室，儿童之家等青少年法律服务机构。 

5.鼓励有条件的乡村（社区）建设校外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

活动中心（基地）。 

队伍建设 

加强党员模范作

用，完善法治宣

传队伍，引导法

治乡村（居民）素

1.党员严格遵守党章，执行党内法规，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充

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和引导青少年积极参与基层民主

法治活动。 

2.成立法治宣传队，在党员、村干部、人民调解员、退休老干



质提升。 部、老教师等人员中发展为乡村（社区）“普法宣传员”，并组

织参与各级各类法治教育培训，提升自身法治素养。 

3.培育一批“法治带头人”“法律明白人”，引导群众依法解决

矛盾纠纷，协助做好社区矫正和安置帮教工作。 

活动开展 

围 绕 中 关 工 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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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内容，开展法

治 宣 传 教 育 工

作。 

1.利用“全国中小学生安全教育日”“4.15国家安全教育日”

“5.12 防灾减灾日”“11.9消防安全日”“12.2交通安全宣传

日”等重要时间节点，开展青少年法治主题教育。 

2. 积极参与主办单位开展的“学法小公民”青少年法律知识

答题、每周“一课一练”、模拟法庭辩论、青少年法治征文与

漫画创作等活动。 

结合地域实际开

展青少年法治宣

传教育活动。 

1.组织创作适合青少年的法治文艺作品，开展青少年共同参

与的法治文艺演出，举办法治讲座等群众性法治文化活动。 

2.开展青少年参与度高，互动性强的法治实践活动。 

2.积极组织家庭法治教育活动，提升监护人法律意识，筑牢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第一道防线。 

社区矫治 

强化组织领导，

坚持高位推动，

形成合力共管，

打造特色品牌。 

1.全面贯彻落实《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

《社区矫正法》，强化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监督管理和教育帮

扶措施。 

2.明确工作目标，加强督导考核。加大经费投入，提供坚实保

障。 

2.各乡村（社区）矫正委员会成员单位和社会力量广泛参与、

形成合力。 

3. 打造特色模式，提高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教育矫正的针对

性、有效性，提升未成年人社区矫正质量。 

成效创新 
创新法治宣传教

育新模式，打造

地域品牌。 

1.融合地域文化，结合本地实际，创新打造特色品牌。 

2.积极探索创新乡村（社区）青少年宣传教育新模式，新方

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