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大法，拥有最高
法律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曾于 1954 年 9 月 20 日、1975 年 1
月 17 日、1978 年 3 月 5 日和 1982 年
12 月 4 日通过四部宪法，现行宪法
为 1982 年宪法，并历经 1988 年、1993
年、1999 年、2004 年四次修订。

第 一 部《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宪
法》于 1954 年 9 月 20 日在第一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通
过 ，共 4 章 106 条 ，被 称 为 五 四 宪
法。五四宪法是一部较为完善的宪
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
法，是在对新中国成立前夕由全国
政协制定的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
同纲领》进行修改的基础上制定的。

第 二 部《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宪
法》于 1975 年 1 月 17 日在第四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通
过，共 30 条，被称为七五宪法。

第 三 部《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宪
法》于 1978 年 3 月 5 日在第五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通
过，共 4 章 60 条，被称为七八宪法。

我国当前现行宪法。
1982 年 12 月 4 日，中华人民共

和国第四部宪法在第五届全国人
大第五次会议上正式通过并颁布。

现 行 宪 法 于 1988 年 、1993 年 、
1999 年、2004 年经过四次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五四宪法

七五宪法

七八宪法

八二宪法

国家宪法日的由来
2014 年 12 月 4 日 是 中 国 首 个

国家宪法日。
党 的 十 八 届 四 中 全 会 提 出 将

12 月 4 日这一天定为国家宪法日。
2014 年 11 月 1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
会议表决通过《关于设立国家宪法
日的决定》，以立法形式予以确定。

知识窗

2016 年 12 月 4 日，河北省举行“12·4”
国家宪法日集中法治宣传活动。图为活
动现场。

今年 4 月 25 日，河北省西柏坡纪念馆
和天津市平津战役纪念馆联合举办的“西
柏坡时期党的法治建设回顾展”正式开展。

今 年 7 月 26 日 ，京 津 冀 三 地 共 同
成立河北省“七五”普法讲师团，并签
订《法治宣传教育工作服务雄安新区
建设协议书》。

2016 年 6 月 28 日，河北省委、省政
府隆重召开“六五”普法总结表彰暨“七
五”普法动员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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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宪法日特刊

2001 年：增强宪法观念，
推进依法治国

2002 年：学习宣传宪法，
推进民主法制建设

2003 年：依法治国，执政
为民

2004 年：弘扬宪法精神，
增强法制观念

2005 年：弘扬宪法精神，
构建和谐社会

2006 年 ：落 实“ 五 五 ”普
法规划，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2007 年：弘扬法治精神，
推进依法治国

2008 年：弘扬法治精神，
服务科学发展

2009 年：加强法制宣传教
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2010 年：弘扬法治精神，
促进社会和谐

2011 年：深入学习宣传宪
法，大力弘扬法治精神

2012 年：弘扬宪法精神，
服务科学发展

2013 年：大力弘扬法治精
神，共筑伟大中国梦

2014 年：弘扬宪法精神，
建设法治中国

2015 年：弘扬宪法精神，
推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发展

2016 年：大力弘扬法治精
神 ，协 调 推 进“ 四 个 全 面 ”战
略布局

2017 年：学习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维护宪法权威

今年是“七五”普法的第二年，在
“12·4”国家宪法日到来之际，本报记
者就我省“12·4”国家宪法日宣传活动
及“七五”普法实施等有关情况，采访
了省司法厅厅长贾文雅。

记者：每年“12·4”国家宪法日都
会确定一个活动主题，今年活动的主
题是什么？

贾文雅：我省今年“12·4”国家宪
法日的活动主题是“学习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维护宪法权威”。

记者：“12·4”国家宪法日期间，我
省安排了哪些活动？

贾文雅：“12·4”国家宪法日宣传
活 动 从 11 月 下 旬 开 始 ，至 12 月 底 结
束。其间，全省各地各部门都将开展
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宣传活动，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省
委九届五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宣传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重要
论述，深入学习宣传以宪法为核心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深入宣
传党章和党内法规，深入宣传我省地

方性法规，推动全社会尊法学法守法
用法，促进全面依法治国和法治河北
建设。

“12·4”期间，省法宣办重点组织
以下三项活动：一是 12 月 4 日当天，在
石家庄市西清公园开展大型集中法治
宣传活动，各市、县也将同步举行集中
宣传活动。二是会同省委政法委、省
委法治办等部门开展 2017 年度“十大
法治人物、十大法治事件、十大法治成
果”评选，发挥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
推动法治河北建设进程。三是在“三
下乡”活动中开展“送法下乡”活动，向
农民群众赠送法律图书，提供法律咨
询和法律服务。

记者：10 月 18 日 ，省“ 两 办 ”印 发
了《省直各部门普法责任清单》，请谈
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贾文雅：今年 5 月，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行国
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的
意见》。为认真落实该《意见》，今年 10
月，省“两办”印发了《省直各部门普法
责任清单》。

《省直各部门普法责任清单》全文
共 144 页，6.5 万余字。责任部门涉及

党委、政府、人民团体、事业单位、中直
驻冀单位共 92 个部门，各部门清单条
目共 816 条。普法责任清单除规定了
各部门系统内普法任务外，明确了各
部门应向社会公众或当事人宣传的内
容，主要包括：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法
律法规；依法行政领域的法律法规；市
场经济领域的法律法规；教育、就业、
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食品
安全、防灾救灾、社会救助和妇女儿童
权益保护等保障和改善民生领域的法
律法规；环境保护、治理污染、资源能
源节约利用等方面的法律法规；诉讼、
行政复议、仲裁、调解、信访等方面的
法律法规；党章和党内法规及我省地
方 性 法 规 。 省 直 各 部 门 要 严 格 按 照

“谁主管谁负责”“谁执法谁普法”“执
什么法普什么法”的要求，切实落实普
法 责 任 ，各 扫“ 门 前 雪 ”，种 好“ 责 任
田”。建立施行普法责任清单制度，将
有效解决普法工作主体不明、责任不
清的问题，压实各部门普法责任，切实
形成党委领导、政府实施、各部门各负
其责、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普法大格局，
推动“七五”普法规划顺利实施。

记者：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大全民

普法力度，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树
立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的法治理念”，我省在“建设社会主义
法治文化”方面将采取哪些措施？

贾文雅：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要
加强法治文化阵地建设，依托公园、广
场、图书馆、博物馆、公共法律服务中
心等公共活动中心和文化活动场所，
逐 步 完 善 基 层 法 治 文 化 公 共 设 施 体
系，到 2020 年，各市（含定州、辛集市）
全 部 建 有 法 治 公 园 或 广 场 ，县（市 、
区）、乡（镇）、行政村建有融入法治元
素的公园或广场、街道。二是文化、新
闻出版广电等部门把法治文化产品纳
入各类文化作品评奖内容，纳入艺术、
出版扶持和奖励基金内容，激发法治
文化创作活力，丰富法治文化作品形
式，提升法治文化作品质量，创作一批
法 治 文 化 精 品 。 三 是 利 用 重 大 纪 念
日、民族传统节日等开展法治文化活
动，组织开展法治文艺展演展播，利用
法治公园等阵地开展法治文艺演出，
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法治文化需
求，充分发挥法治文化的引领作用，弘
扬法治精神，树立宪法法律至上、法律
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

今 年 是“ 七 五 ”普 法 的 第 二 年 。
2016 年“七五”普法实施以来，在省委、
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全省各级各部门
认真贯彻落实“七五”普法决议和规划，
广 泛 宣 传 发 动 ，紧 紧 围 绕 建 设 经 济 强
省、美丽河北和法治河北建设，积极推
进普法工作，“七五”普法开局良好，步
伐坚实，效果显著。

全力服务中心工作，重点围绕京津
冀协同发展、冬奥会筹办、美丽乡村建
设、雄安新区建设等，组织开展了“三地
携手迎冬奥，法治宣传助发展”、京津冀
三地协同服务雄安新区建设研讨会等
系列主题活动，为中心工作开展营造了
良好的法治环境。

全面加强领导干部法治宣传教育，
省委将学法用法纳入领导班子综合考
核，通过“两学一做”专题教育，强化党
内法规学习，党员干部的遵纪守法意识
明显提升。各级政府全面落实政府常
务会会前学法和法律顾问制度，共聘请

法律顾问 1700 余名。张家口、保定、唐
山、邯郸等市和部分省直部门实行了干
部任前法律知识考试制度，各级政府依
法行政水平明显提高。

认真落实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纲，全
省中小学普遍开设了法治课程，法治课
教师培训纳入“国家级培训计划”，配备
了 专（兼）法 治 副 校 长 和 法 治 辅 导 员
11000 余名，建立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
230 余个，青少年法治教育基础进一步
夯实。17000 多名律师和法律工作者担
任村（居）法律顾问，在服务群众的同时
宣传法律知识，广大农民群众遇事找法
的意识明显增强。

积 极 推 动 法 治 文 化 融 入 公 共 文 化
服务，“送法下乡”成为全省“三下乡”重
头戏，2016 年向农村赠送法治书籍 40 余
万册，法治类书籍成为农村书屋建设重
要组成部分。

加 强 法 治 文 化 产 品 创 作 。 省 司 法
厅联合媒体创作播出了系列普法栏目
剧，征集创作了一大批法治动漫、书法、
微 电 影 等 作 品 ，其 中 创 作 法 治 微 电 影

180 部 ，承 德 、衡 水 等 地 创 作 了 法 治 京
剧、法治歌曲等法治文化作品，通过各
级各类媒体播放，受教育群众达 200 多
万人次。同时，各地将法治元素纳入城
乡建设规划设计，建设法治公园 140 余
个、法治广场 380 个、法治一条街 3300 余
条，把法律送到群众身边，法治文化惠
民实现常态化。

全省报纸、广播、电视等主流媒体，
建立法治专栏、专版 70 余个，《阳光热
线》《法治在行动》《法治河北》等节目，
围绕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解疑释惑，其
中“帮大哥”“帮大姐”成为家喻户晓的
名牌栏目。

近年来，依托互联网和移动互联技
术，建成了“两微一群两端”，全省共开
办普法微博 127 个，普法微信公众号 69
个，建设了具有 50 多个子网站的“司法
行政网站集群”，开发了“冀法通”手机
APP，开 展 法 治 宣 传 。 2016 年 10 月 ，全
省各级普法办集体入驻“今日头条”和

“一点资讯”，200 多个单位构成了普法
矩阵群，涌现出一大批在全国有影响的

普法公众号、头条号。沧州市普法办、
黄骅市司法局的微博荣获“2016 年度全
国优秀政法新媒体”称号，邢台市“清风
普法”头条号获评“全国 2016 年度最具
影响力司法头条号”。今年 8 月政务头
条号排名中，在全国司法行政系统前 20
名中，我省占 15 席。

将法治城市、法治县（市、区）创建
纳入法治河北建设，省法宣办与省委法
治 办 联 合 出 台 了 创 建 意 见 ，从 科 学 立
法、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公正司法、全
民守法等 5 个方面开展了创建活动。“民
主法治示范村（社区）”创建活动持续开
展，全省 69 个村（社区）被评为全国“民
主法治示范村（社区）”，704 个村（社区）
被评为全省“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

各地各部门在深化“法律八进”“法
治 八 建 ”的 基 础 上 ，开 展 了“ 法 律 进 景
区”，创建“诚信文明示范景区”工作，全
省共打造承德丰宁大滩风景区、秦皇岛
鸽子窝公园、邯郸七步沟等“诚信文明示
范景区”36 个，将法律元素纳入景区建
设，使游客在休闲娱乐中学到法律知识。

创新法治宣传方式 全力服务中心工作

努力谱写我省法治宣传教育工作新篇章
——访省司法厅厅长贾文雅

——我省“七五”普法以来亮点回眸

历年“12·4”
活动主题

□ 文/本报记者 张志青 图/苑博

围绕中心工作 突出重点对象
法律法规得到广泛宣传

繁荣法治文化 强化引领作用
全民法治素养不断提升

创新方式方法 拓展形式载体
法治宣传实现多元化

坚持普治并举 强化法治实践
法治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维护宪法权威

□ 本报记者 王玉朝 通讯员 吴文和

知识窗知识窗

为 做 好“12·4”国 家 宪 法 日 法 治 宣
传 ，推 广 明 星 调 解 员 ，做 好 人 民 调 解 工
作，12 月 1 日，石家庄市司法局联合石家
庄广播电视台、石家庄市人民调解协会，
共同举办了石家庄市第三届金牌调解员
大赛。大赛分为东西南北四大赛区，分
别从基础知识、调解技能以及才艺展示
等三方面进行考验，每个赛区前三名进
入王者巅峰赛。

此次活动以百姓喜闻乐见的“武林
对决”为形象包装，以知识问答、唇枪舌
剑、模拟调解为对决内容，以百姓喜欢支
持为胜负标准，为全市人民奉献了一场
精彩绝伦的明星调解武林争霸赛。图为
长安区司法局人民调解员在表演才艺。

本报记者 郑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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