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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聚焦顶层谋划 确保工作有力推进

聚焦习近平法治思想 抓好重点内容普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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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八五”普

法规划实施的中期之

年。2021年以来，成

都市全面推进“八五”

普法规划，加大全民

普法力度，各项工作

取得明显成效。“社区

法律之家”经验做法

被写入全国“八五”普

法规划在全国推广，

“云学法·云普法+”

经验做法被写入全省

“八五”普法规划在全

省推广；司法部、全国

普法办确定成都市为

全国唯一一个开展公

民法治素养提升行动

试点工作的副省级城

市；全市10个单位、9

名个人荣获全国“七

五”普法先进，18 个

单位、16名个人被评

为全省“七五”普法先

进。“5·28”民法典颁

布纪念日、“12·4 国

家宪法日”等主题活

动被司法部给予高度

关注和肯定，中央电

视台、新华社、人民日

报社等 20 余家媒体

进行专题报道。

坚持守正创新

“八五”普法以来，成都市始终把提升青少年法
治素养作为公民法治素养提升行动试点工作的重
中之重，坚持品牌打造与法治教育同行，法治文化
与法治实践齐抓，不断营造青少年尊法、学法、守
法、用法的浓厚法治氛围。

成都市在全市中小学广泛开展以诵读一篇法
律经典、绘制一幅法治图画、举办一场法治辩论、导
演一部法治小品、开展一次法治实践等为载体的

“五个一”活动；常态化开设“校园法治微课堂”，优
选适合青少年身心发展的普法案（事）例，通过校园
广播站每月播放2期以上普法节目；充分发挥“亮
晶晶”青少年普法品牌资源优势，利用寒暑假、宪法
日、禁毒日、开学季等时间节点，打造“元宵节法治
爱心趴”“小小检察官法治夏令营”等“亮晶晶”标志
性活动。

依托全市法治宣传教育实践基地开展实践式
教学，推出“菜单式法治精品课程+订制服务”。打
造青少年法治教育“红色矩阵”，实现展馆陈设“可
见”、浸润体验“可感”、实践活动“可参与”。同时，
在全市中小学开展“红船精神·法治同行”为主题的
法治文化作品校园巡展活动，营造校园红色法治氛
围。成都市青少年法治教育实践基地被授牌“全国
法治宣传教育基地”。

整合律师、公证、司法鉴定、仲裁、人民调解、法
律援助等法律服务资源，依托校园警务室、值班室

等因地制宜设立法律服务联系点65个、“高校法律
之家”43个，全年提供法律咨询以及预防和化解矛
盾纠纷。

在全国创新实施“成都市中小学法治校长工作
制度”，全市1300余所中小学配备法治校长1600余
名。通过法治校长对学校、学生、老师和家长开展
培训引导，防范教师侵害学生、家长扰乱学校秩序、
学生校园欺凌、校园周边乱象，以法治校长实质化
运行帮助学校、学生、教师和家长提升尊法学法守
法用法意识和能力。

青少年“学法筑基”
为公民法治素养提升凝聚“青春力量”

全市 14 个村（社区）获评第八批、第九批
“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22个村（社区）
被评为第一批省级“民主法治示范村（社
区）”。培养农村学法用法示范户1300余户，行
政村覆盖率超过 70%。市司法局对全市 36 个

“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22个“省级民主法治
示范村”实施动态管理、“亮牌”公示，进一步激
发创建工作持续力和辐射带动作用。

全市司法行政系统办理涉及大运会、世园
会、世乒赛等文件与合同的合法性审查1400余
件次，提出意见建议4800余条，依法行政能力
不断提升。

高质量建设覆盖城乡的公共法律服务体
系，编制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十四五”规
划，办理法律援助案件 37000 余件、服务群众
960000余人次。

近年来，成都市大力实施法治文化阵地建
设“百千万”工程，将15个法治文化设施纳入市
委、市政府民生项目，建成一批“可看、可听，可
问，可复制推广”的公民法治素养观测点，司法
部调研给予高度肯定，要求全国推广。

成都市青少年法治教育实践基地获评“全
国法治宣传教育基地”，西部法律服务品牌创
新中心等 6 个法治文化阵地获评第三批省级

“法治教育示范基地”，优选12个法治文化阵地
申报第四批省级“法治宣传教育基地”。红军
长征邛崃纪念馆入选第二批四川省红色法治
文化遗存目录。

目前，成都司法行政系统 8 部作品获得

平安成都“三微”比赛各类奖项，成都市司
法局获优秀组织奖，成都市普法依法治理
相关工作内容入选中宣部专题片《良法善
治》。全系统在中央、省、市级主流媒体和
新闻客户端刊发相关报道 1000 余篇次，成
都市司法行政系统关注度、显示度和影响
力不断增强。

“云学法·云普法+”智慧普法平台注册人
数已达340余万，登录人次达2600余万。全系
统25个政务微博、26个政务微信、110余个头条
等客户端账号以及5个抖音快手短视频号等，
共发布信息5.6万余条，阅读浏览超4.3亿次，新
媒体矩阵影响力不断增强。

成都市印发公民法治素养提升“四大
行动”工作标准40条，明确24个牵头部门
和单位，为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提升行动提
供科学指引。

实施国家工作人员“法治提能”行动，
开展部门主要负责人市政府常务会会前
讲法 100 余次。组织全市 108 个部门、23
个区（市）县共 11.2 万人开展线上学法考
法，全市2022年度考法平均分93.66，同比
上升7.97%。

实施青少年“学法筑基”行动。实现
法治副校长、法治辅导员和法律顾问100%
覆盖。开展法治校长“云课堂”行动，超
3151.4万人（次）学生接受法治教育。在全
国创新出台“法治校长”“校园法治微课
堂”工作制度，向各大高校输出高品质普
法节目300余期。目前，全市已分别创建

教育部、四川省、成都市依法治校示范学
校1所、33所、222所，其中部、省级示范学
校数量稳居全省首位。

实施村（社区）人员“识法明理”行
动。升级打造“社区法律之家”2.0版2900
余个，制定出台《成都市“法律明白人”培
养工作的实施方案》，全市授牌“法律明白
人”共 21949 名，平均每个村（社区）达 7.2
名。1名个人获评四川最美“法律明白人”，
2人获四川最美“法律明白人”提名奖。

实施企业单位人员“守法聚力”行动。
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总牵引，开
展“千所百处帮万企”法治体检活动，八五
普法以来，全市500余家律所服务1900余
家民营企业，开展“法治体检”800余次，组
织法治培训400余次。开展柔性执法110
余万次，不断优化成都市法治化营商环境。

“八五”普法初期，成都市委、市政府
制定出台《成都市法治宣传教育第八个五
年规划（2021—2025年）》。召开全市法治
宣传教育工作会议，谋划部署全市“八五”
普法工作，实现普法工作纳入绩效考核、
平安建设、文明创建考核评价。

中共成都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
办公室联合11部门印发《成都市公民法治
素养提升行动试点工作方案》，举办公民

法治素养提升行动试点工作启动仪式和
工作推进会，配套出台试点工作观察员工
作指引、观测点工作方案，公布两批68个
公民法治素养观测点，成立百名观察员队
伍，开展公民法治素养实地观测，实现“四
大行动”的四类重点人群观测全覆盖。

全市完善专职普法处室和工作人员配
备，组建普法讲师团1100余人，开展活动近
3000场次，“八五”普法工作有序开展。

成都市把习近平法治思想纳入党校
重点课程和“蓉城先锋·党员e家”、国家工
作人员年度学法考法、“谁执法谁普法”重
点内容。以“线上云联动”的形式，每年统
筹开展“宪法宣传周”系列活动，73 万余
名群众在线观看并互动交流。深入推进

“宪法法律进高校”活动，联合市农业农村
局举办全国“宪法进农村”主题活动，受到
农业农村部、省政府充分肯定。联合9部
门印发《“美好生活 民法典相伴”主题宣

传工作方案》，通过“线下推广、线上引流”
的方式吸引170万余人观看民法典颁布纪
念活动，1.76 万人次参与民法典线上“云
PK”。

围绕建强“大后方”、唱好“双城记”、
做强“都市圈”、建好“示范区”、打造“幸福
城”、办好“大运会”等中心工作，结合禁毒
日、防灾减灾日、网络电信诈骗等，统筹相
关部门开展“一月一主题”普法宣传活动
2000余场（次），覆盖240余万人（次）。

聚焦公民法治素养提升 深入实施“四大行动”3

每年制发成都市年度普法依法治理工作
要点，印发“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清单，
明确 45 个部门单位，涉及 300 多部法律法规、
100余个重点宣传时间节点的普法任务，进一
步压实部门普法责任。

把普法融入立法、执法、司法、法律服务
全过程，开展以案说法节目 900 余期，每期覆

盖 200 余万人次。聚焦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
的公园城市示范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等
主题，围绕“实施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乡
村振兴战略、大运会举办等开展专项普法宣
传，充分利用户外 LED 大屏、地铁电视、公交
站台等，投放法治宣传标语和法治公益广告
5000万次。

聚焦普法责任制落实 着力提高普法针对性实效性6

聚焦依法治理 推进普法与依法治理有机融合5

聚焦法治文化建设 有力提升群众法治获得感4

求助
请求警方寻找40多年未见的亲戚

今年5月11日，星期四，一个平常的工作
日。成都市公安局新津区分局花桥派出所所长
文洪收到一个来自贵阳的快递，上面只写着“四
川省新津县花桥镇派出所所长收”。文洪与值班
副所长杨瑞一起打开了快递，刚打开就从里面掉
出了一张100元的人民币，里面还有三张折叠的
信纸。仔细一看，一名叫范贤生的老人想要花桥
派出所帮助其寻找失散接近50年的亲人，信中
范贤生提到，其1974年从四川隆昌县石碾公社
八大队五队，来过新津花桥公社舅舅和舅妈家中
探亲，由于父母亲相继离世，通信条件也较差，便
和舅舅一家人断了联系。一晃40多年过去了，
自己也60多岁了，他和两个弟弟以及家人们都
很想在新津居住的家人，但由于近50年没联系，
仅记得当时舅舅名字：丁少文（音），其中一个老
表叫丁显×，具体居住地址记不清，只记得从舅
舅家到花桥街上需要经过一个老飞机场。

从信里掉出的100元钱，则是范贤生希望
可以给民警们买一点慰问品。

筛查
从3万多人的户籍档案中查起

“看了信件的内容，能感受到他希望找到
亲人的迫切。但留下的线索有限，可以说是大
海捞针。”文洪还记得信里的很多细节，看完了
信的内容，他立即召集全所人员开会，安排副

所长杨瑞带领社区警务队立即开展工作。
杨瑞带领社区警务队根据有限的内容，以

机场为切入点，将新津机场作为圆心，立即将
周围的5个村（社区）划为重点区域开展工作。

社区警务队分为两组，一组由社区民警刘
科带领从纸质户籍档案着手，但当面对户籍档
案室花桥辖区3万多人的户籍档案，通过长时
间的筛选，筛选出机场周围丁姓人员且年龄较
大人员800多人。另一组，则针对户籍档案中
的100余位“丁显×”的人员着手，由于人员分

散在5个村（社区）居住，且由于机场扩建有部
分人员已被拆迁安置。杨瑞立即决定采用传
统的走访方式寻找，经过社区警务队两周不停
歇地寻找，花桥辖区内已经排查完，并无丁少
文（音）、丁显×与范贤生有关系的人群。

摸排
民警帮助他找到老表

“从刚开始的满怀信心到失望，情绪有些

低落，大家都很想帮助老范找到自己的亲人，
群众的事无小事。”杨瑞说，大家换了一个思
路，将重点放在由于机场扩建被拆迁的人员
摸排上。

经过近一周的摸排，5 月 26 日这天，杨瑞
等人在普兴街道安置小区内敲开了10栋2单
元一户的门，开门的是一位大娘，耳朵不是
很好，但是通过耐心地交流，大娘说她老公
名叫丁少文（音），已经去世，自己有个儿子
叫丁显明。

大家喜出望外，立即联系了大娘的儿子，
其表示自己确实叫丁显明，父亲也叫丁少文，
一家人由于机场扩建搬迁到了普兴街道居住，
自己有一个老表叫范贤生（音），只在小时候见
过，后来一直没联系过。得到再次确认，杨瑞
立即联系范贤生，告知这个消息，范贤生在电
话那头异常激动。

重逢
与老表一家人终于见面

今年 10 月初，范贤生联系杨瑞告知其已
经订好票准备来认亲，并想向花桥所民警表
示感谢。10 月 27 日中午，丁显明将范贤生接
到了自己家里，和二十多位亲戚见面了，还为
他准备了一大桌子菜。已经90高龄的舅妈黄
秀华拉着范贤生的手说：“我都还有印象，上
回见你你才十几岁，现在你都是老年人了。”

范贤生告诉记者，他的母亲和丁显明的
父亲是亲兄妹，他出生于1957年，父母去世得
很早，家里条件差，为了生活到处奔波，1996
年去了贵州。这么多年，他一直想联系在新
津的这些亲人，但自己条件有限只能作罢。
最近这几年，对亲人的思念之情越来越强烈，
最终写了一封信寄了过来，收信人就直接写
的派出所所长，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真把亲人
找了回来。

一家人把一面写有“千里寻亲一线牵 心
系民心献真情”的锦旗送到了杨瑞手中，杨瑞
则把范贤生寄来的100元钱还给了他。

记者了解到，花桥所全体民辅警自发捐款
4050元人民币新成立“花桥寻亲基金”，用于奖
励提供有效寻亲线索的群众等。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何良 文/图

“高薪兼职”别轻信
当心藏在

“QQ小世界”的陷阱

范贤生(右二)和其舅妈（右三）一家人见面了

一封千里外的寻亲信

1封信

居住在贵阳的范贤
生老人给成都花桥派出
所所长寄来一封信，请求
派出所帮助其寻找失散
49年的亲人丁显X

3万人

民警在户籍档案室
花桥辖区 3 万多人的户
籍档案中，筛选出800多
人，其中对100余位丁显
X的人员进行走访寻找

16天

5月11日花桥派出
所接到信件立即组织民警
展开寻找，5月26日，民警
在普兴街道安置小区内找
到了范贤生的亲戚丁显明

10月26日11时26分，从贵阳北始发的C5980次列车抵达成都新津南站。
时隔49年之后，范贤生再次来到新津，与老表丁显明重逢了，初见两人还

是少年，再见彼此已年过花甲，尽管他们已经记不得对方的容颜，但血脉里的
亲情却永难割舍。

这次跨越49年的重逢，是一封寄给“所长”的信引发的。

四川省新津县花桥镇派出所 所长 收
QQ是市民工作生活中使用最多的软件之一，

其配备的换皮肤、气泡、小世界等功能也受到不少用
户，尤其是学生群体的青睐。也正因如此，一些不法
分子盯上了“QQ”及其庞大的学生用户群体，近来，
一些骗子打着“兼职”赚钱的幌子，通过“QQ小世
界”诱导学生参与违法犯罪活动，让人防不胜防。

9月初，四川某校初三学生小兰（化名）偶然
在“QQ小世界”中看到一则“图文代发”的“兼职”
广告，称发送10条彩信便可获得8元的收益。见
此，小兰立即联系了对方。通过与“客服”聊天，小
兰了解到，只需用自己的手机号，向对方提供的电
话号码发送内容为某金融平台补偿通知的图片即
可（实则为冒充客服退款类诈骗引流图片）。在

“客服”的诱导下，小兰同意了“兼职”，并按要求发
送了30条彩信，赚取了24元报酬。几天后，小兰
的电话卡因涉嫌诈骗被运营商关停，而其发送的
短信也导致2名群众被骗，共计损失17万余元。
目前，小兰正在接受公安机关调查。

那么，在这种陷阱里，骗子是如何设置套路
呢？为获取相关情况，民警在“QQ小世界”搜索

“兼职”“手机副业”等词，检索出各种视频，几乎
每个讲解兼职视频的评论区均有高薪兼职的信
息。随后，民警在评论区留言“求带”，短短几分
钟内就收到十多条陌生网友的回复，以及QQ好
友申请（均为不法分子）。

民警随机添加其中几人QQ后，就收到各种
极具诱惑的高薪兼职信息，甚至还有“兼职场地
要求”以及“教学视频”。经梳理，大致分为兼职
代发、冒充“换皮”、架设简易“GOIP”（手机口）三
大类。其中，兼职代发是指不法分子以“推广宣
传”为幌子，诱导学生使用自己的手机号帮其转
发诈骗引流图片短信，从而将境外号码转换为国
内号码，以达到迷惑受害人的目的；冒充“换皮”
是指不法分子以“高薪”为饵，诱导学生修改自己
网络社交账号地区、头像、昵称，添加指定账号，
再“租借”给不法分子使用，达到省去新账号“养
号”环节，躲避网络社交软件风险提示的目的，从
而冒充领导或特定熟人、客服等进行诈骗；架设
简易“GOIP”（手机口）是指不法分子以“工资日
结，轻松兼职”为饵，诱导学生参与架设简易

“GOIP”（手机口），从而将境外“00+”电话号码
转换为国内手机号，以达到迷惑受害人的目的。

为此，警方提示广大学子务必注意，不要被
网络“高薪兼职”所诱骗，切莫出租、出借、出售自
己的电话卡、银行卡以及网络社交账号等，否则
可能会触犯法律。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杨甦

一场大海捞针的摸排
一次49年后的重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