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法典相伴活动总结(优质5篇)
总结的选材不能求全贪多、主次不分，要根据实际情况和总
结的目的，把那些既能显示本单位、本地区特点，又有一定
普遍性的材料作为重点选用，写得详细、具体。大家想知道
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总结吗？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
集的总结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民法典相伴活动总结篇一

20__年5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实施以来第二个“民
法典宣传月”，省法院组织开展了以“美好生活民法典相
伴”为主题的系列普法活动，让“民法典”走进农村、深入
企业，为基层群众和企业员工呈上一份丰盛的法治大餐。

5月18日，民法典进农村主题宣传活动之“乡村振兴法治同
行”在谷城县城关镇老君山村法治文化广场举行。省法院驻
老君山村工作队设立法律咨询点，为现场群众提供法律咨询。
活动现场驻村工作队通过发放《民法典》宣传页、解答法律
咨询的方式，向群众宣传民法典颁布实施的重大意义，并详
细讲解《民法典》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内容，以此引导村
民学法、懂法、守法，让《民法典》的精神深入到老百姓的
日常生活，依法更好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现场活动结束后，省法院驻老君山村工作队三级高级法官胡
正伟，为村两委、在村党员、脱贫户和部分农家乐经营户带
来了一场“民法典与乡村振兴”的法治公开课。针对农村干
部群众法治需要和关注热点问题，重点宣讲民法典关于农业
农村农民的有关规定、乡村振兴促进法、土地管理法、农村
土地承包法等涉农重点法律法规。

5月20日，省法院机关“送法小分队”集结出发，前往武汉高
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开展“典”亮美好生活，送法进企业主



题宣传活动，组织开展民法典培训和法律咨询。

省法院民一庭三级高级法官朱红祥详细解读了民法典颁布实
施的理论意义和实践需要，并结合具体案例审理中遇到的一
些问题进行详细分析。培训活动主题鲜明、内容详实、针对
性强，案例分析生动透彻、通俗易懂，引人入胜。

法律咨询现场，由民一庭法官朱红祥、民二庭法官助理刘毅、
民三庭法官助理黄亮组成的专业普法团队，针对企业经营和
员工就业过程中遇到的法律问题答疑解惑，为企业发展提供
精准的法律服务。

活动总计发放民法典、民法典宣传手册、民营企业常见法律
风险防范问答手册等法治宣传资料400余份，接受现场咨询30
余人次。

“八五”普法实施以来，省法院深入学校、企业、社区、乡
村开展了一系列普法宣传活动，累计开展各类普法活动50余
次，服务对象几千余人，营造了良好的民法典学习宣传氛围。

民法典相伴活动总结篇二

为了进一步宣传反假货币知识，有力打击违法犯罪活动，我
行以人民币流通“净化工程”为活动契机，并且结合我行实
际情况积极有效的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反假货币宣传活动，取
得了良好的效果。

一、精心安排，组织到位

在活动期间，我行专门设立了反假 币咨询台，指定专门的反
假 币负责人进行反假货币宣传活动的组织、协调和检查督导，
并且进行反假 币知识宣传和解答。

二、形式多样，宣传到位



我行根据此次反假 币的目的，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
在大厅醒目位置设立了反假 币咨询台，并且指定专人进行反
假 币知识现场宣传和解答;大门上电子显示屏循环滚动播放
反假货币宣传月，假 币的识别和收缴流程等相关知识;柜台，
大堂，客户等候区，理财专区等醒目位置分别摆放了反假 币
宣传折页，营造了浓厚的宣传气氛，同时我们工作人员内外
联动，柜员大堂一起进行反假货币宣传，对每个前来办理业
务的客户，工作人员都能积极递上折页，并且为客户简单讲
解假 币的识别技巧等活动内容，保证每个前来办理业务的客
户都能对假 币的识别和反假货币的意义有所了解;最后我行
积极响应“送反假 币知识下基层”，深入到社区开展“反假
币知识面对面”系列宣传活动，专门组织了宣传小组深入社
区进行反假货币知识的宣传和培训，向群众详细讲解了假 币
的特征和假 币的识别技巧，正确引导群众有效防范假 币，
增强了群众抵制假 币侵害的能力。

三、督促检查，落实到位

我行在整个反假货币宣传工作中，做到了有监督，有检查，
有反馈，反假 币负责人对整个工作的开展进行了检查监督，
检查的内容包括宣传时间，宣传人数，宣传形式，折页的发
送情况以及效果反馈等情况。有力的促进了此次反假货币的
宣传工作。

通过这次“反假 币”活动的开展，使广大居民充分认识到了
假 币的危害性，增强了自我保护能力，对假 币的特征和识
别有了比较专业的了解，能够自觉抵制和有效防范假 币，增
强了群众反假 币的法律意识和抵制假 币侵害的能力。净化
了人民币流通环境，有力的维护了人民币的法定地位，压缩
假 币的生存发展空间。同时通过一些深入的宣传和交流也增
强了我行与客户之间的感情，为我行的稳定快速、快速发展
打下良好基础。



民法典相伴活动总结篇三

高尔基说过：“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好书，像长者，谆
谆教导;似导师，循循善诱;如朋友，心心相印。积累语言，
丰富知识，而且能陶冶情操，受益终生。本学期开展读书活
动，亲近书本，喜爱读书，学会读书，逐渐养成热爱书籍，
博览群书的好习惯，营造了书香校园，达到了活动的目的。
现总结如下：

一、深入宣传，营造读书学习的良好氛围。

学校利用晨会举行了隆重的启动仪式，随后我班召开主题班
会、出主题黑板报、制作格言、名人名言，多渠道、深层次
宣传读书的重要意义，通过宣传营造文化氛围，提高学生的
认识，为落实读书节方案的各项活动奠定了基础。

二、落实责任，确保读书节活动的顺利开展。

为确保“读书节”活动有效、有序地开展，根据活动方案，
落实责任。结合本班特色，制定了任务明确，便于操作的活
动计划，形成有计划、有部署的读书活动，确保了读书节活
动的顺利实施。

三、创新活动，为每位学生的成长导航。

在读书节活动中，着眼于提高教育质量和促进学生的全面发
展，以形成人人好读书，人人读好书的终身学习目标，开展
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灵活多样的读书学习活动，收到了较好
的效果。

(一)捐赠图书，建立了班级“图书部落”读书吧。全班40个
同学将一摞摞自己最喜爱的.书用红丝带扎上鲜艳美丽的蝴蝶
结捐献给了班级图书馆，让更多的同学们能分享这些书籍给
我们带来的快乐和知识。成立了班级图书管理小组，开展借



阅管理活动，举行了好书交换活动，同学们形成了好书先读
为快的愉悦读书氛围，畅游书海，各班洋溢着浓浓的读书气
氛。

(二)召开主题班会，不断把读书活动推向深入。按照活动方
案分别召开了动员会、读书经验交流会、采蜜酿蜜、古诗词
诵读、读书节活动总结会等系列主题班会在活动中，大家谈
到了自己阅读的收获。

学校开展读书主题活动总结4

为了深入开展“全民读书月”活动，进一步激发我校学生读
书热情，引导学生育德励志、启智明史、提高素质，培养学
生养成爱读书、会读书、好读书、读好书的良好习惯，不断
增强校园文化的人文底蕴，努力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
积极打造翰墨飘香、格调高雅、文明向上的书香校园，按照
沈北新区教育局的有关要求，我校从4月23日至5月23日在全
校范围内广泛开展了中小学生读书月活动，现总结如下。

我校以“阅读、提升、和谐”为主题，以传承文明礼仪，创
建书香校园为重点，组织广大师生认真开展读书活动，积极
参与各项活动，在学校园内外营造了读书尚学的文化氛围。

一、开展了“六个一”活动

活动月期间，我校组织师生开展了“五个一”活动：即每人
读一本好书，写一篇读书心得，收看一次读书节目，参与一
项主题活动，出一期板报，进行了一次广播宣传。同时，组
织师生参与了图书捐赠活动，共捐书130本。

二、举办了“知沈北、爱家乡”知识竞赛

结合本次“全民读书月”活动，我校于20x年4月29日举办
了“知沈北、爱家乡”知识竞赛。本次竞赛围绕沈北新区的



历史人文，以及建国以来、改革开放和组建新区以来所取得
的巨大成就展开。全乡6所学校的18名选手参加了比赛。同学
们在竞赛中增长了知识、了解了新区、熟悉了家乡，进一步
激发了爱党、爱国、爱家乡的热情。

三、举办学生作文大赛

20x年5月8日，全乡6所学校选拔出的7名选手在中心小学参加
了读书作文比赛。按照读书作文的特点，中心小学德育处给
出的作文题目为《读书真好》和《我的读书故事》。最后选
拔出中心小学的杨雨欣同学参加沈北新区中小学生作文大赛。

四、重点推荐书目《弟子规》

在读书月活动中，我校重点推荐学生诵读国学经典《弟子
规》，体会其中蕴藏的智慧精髓。利用好《弟子规》校本教
材，每周一节，以学生为主体，实践为主线，心灵塑造为宗
旨，以传授《弟子规》为平台，从习惯抓起，促进学生养成
教育的进一步升华。引导学生感受五千年文明智慧的熏陶。

五、青年教师读书征文大赛

我校团委组织青年教师参加了沈北新区团区委举办的“青春
建功新农村，我与新区共奋进”读书征文大赛。

民法典相伴活动总结篇四

20__年5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实施以来第二个“民
法典宣传月”。近日，宜宾市司法局组织开展了以“美好生
活民法典相伴”为主题的系列普法活动，让“民法典”走进
农村、深入企业，为基层群众和企业员工呈上一份丰盛的法
治大餐。

翠屏区：民法典宣传进农村



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提升辖区村民
法治意识。20__年5月12日上午，翠屏区司法局永兴司法所牵
头在永兴镇安康社区开展了一场“乡村振兴法治同行”主题
法治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采取悬挂横幅、散发宣传资料，邀请腰鼓队巡回
宣传等方式向群众宣传宪法、民法典、行政复议、疫情防控、
食品安全、环境保护等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
对群众提出的法律问题进行详细解，教育引导村民自觉遵纪
守法，引导村民学法、懂法、守法，正确处理好邻里纠纷、
土地山林纠纷、生产经营纠纷、婚姻家庭纠纷、环境污染纠
纷、土地承包纠纷。本次活动，共发放宣传资料20__余份，
解答法律咨询17人次，为乡村振兴营造了良好的法治环境。

南溪区：民法典宣传进企业

为强化企业经营管理者的法治理念，更好地用法治思维推动
企业的健康发展。自5月10日起，南溪区司法局积极开展送法
进企业主题宣传活动，为“徽记食品”“六尺巷酒业”“四
通物流”等区内20余家重点企业开展《民法典》培训和法律
咨询。

活动中，南溪区司法局工作人员分别为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及
工作人员进行了民法典、公司经营、劳动合同等方面的宣传，
并赠送了丰富的法律法规资料及宣传物品，并详细解读了
《民法典》编篆的理论意义和实践需要。普法宣传活动主题
鲜明、内容详实、针对性强，通俗易懂，引人入胜，再次点
燃了企业职工学习民法典的极大热情。

此次送法活动受到企业的一致好评，企业员工纷纷表示：这顿
“法治大餐”让大家熟悉了《民法典》这部“社会生活的百
科全书”，了解到很多实用的法律知识，受益匪浅，希望此
类普法活动还能多组织、多开展。



“八五”普法实施以来，南溪区司法局深入学校、企业、社
区、乡村开展了一系列普法宣传活动，累计开展各类普法活
动50余次，服务对象几千余人，营造了良好的民法典学习宣
传氛围。下一步，将以“实心干事、科学作为”契机，继续
采取多种形式开展“法律七进”活动，切实用司法效能为企
业赋能，营造优良的法治营商环境，让民法典走到群众身边、
走进百姓心里。

江安县：民法典宣传进寺庙

为深入推进“八五”普法工作，深化“法律七+七进”活动，
加大《民法典》宣传力度，营造浓厚的法治氛围。5月17日，
江安县司法局联合县委统战部、县民宗局前往留耕镇金仙洞
寺开展20__年“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暨送法进寺庙法治
宣传活动。

活动中，主讲人王正权副局长首先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中婚姻家庭编，结合具体案例，以案释法讲解了婚姻
家庭相关法律知识，现场解答了群众生活中遇到的法律问题，
并提示符合法定条件的群众可以向县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申
请法律援助;随后，石安德副部长逐条详细讲解了今年6月1日
即将施行的《宗教活动场所财务管理办法》，并就食品安全、
防灾减灾、森林防火、疫情防控等工作作了安排部署。此次
活动，受教育僧侣、信众共计20余人，发放宣传资料150份，
解答咨询3件。

通过此次活动，进一步提高了民法典等法律法规的知晓度，
增强了僧侣及信教群众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观念，提
升了依法治寺的能力，为建立和谐宗教关系奠定了良好的法
治氛围。

据悉，“八五”普法实施以来，宜宾市司法局结合实际，通
过多种形式和手段，因地制宜组织开展深入学校、企业、社
区、乡村等一系列普法活动，不断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法律



意识，让更多的群众知法、懂法、用法、守法，努力营造全
社会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
法治环境。

屏山县：民法典现场进彝乡

5月是“民法典宣传月”，为深入宣传民法典，推动民法典走
进彝乡。近日，屏山县司法局清平司法所联合乡综治办开展
了民法典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围绕《民法典》的重大意义、基本原则、
主要内容等详细讲解《民法典》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内容，以
此引导彝族村民学法、懂法、守法，让《民法典》的精神深
入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走进群众心里，依法更好地保障人
民群众合法权益。

活动中，工作人员向群众发放民法典宣传折页，以简明的案
例向群众解答婚姻家庭、继承、合同、物权等各编的内容，
引导群众主动学法;同时，工作人员还根据近期群众反馈的法
律问题，现场解答了关于居住权、离婚冷静期等方面的法律
问题。此次宣传活动，共发放宣传资料50余份，讲解普法案
例4个，解答群众咨询10余次，受到群众的一致好评。

活动结束，群众纷纷表示：送法进彝乡活动，让大家加深了对
《民法典》的了解，实用性很强，增强了《民法典》在彝族
乡镇的知晓度，提高了尊法、守法、学法、用法的思想意识，
希望此类活动还能多组织、多开展。

民法典相伴活动总结篇五

在领导部门的要求和指导下，为了提高自身的法律修养，加
强业务能力和专业水平，做好普法、用法工作，______事务
所就学习和宣传《民法典》参加和组织了活动。



一、积极参加__市司法局组织的《民法典》宣讲团，切实做
好普法宣传工作。另外，我所充分利用本所微信公众号等多
角度对《民法典》进行宣传。

二、观看《民法典》系列讲座，更深入的了解《民法典》。

我们观看了视频讲座。《民法典》在法治体系中的逻辑地位、
中华法治文明的近代转型与《民法典》的编纂等。这是中国
历史上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目的是全方位、多角度保
障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一部以人民为中
心的法典，回应了民生的关键问题，具有里程碑意义。

《民法典》总结实践经验，适应时代要求，对我国现行的
《民法通则》、《物权法》、《合同法》、《担保法》、
《婚姻法》、《收养法》、《继承法》、《侵权责任法》和
与此相关的民事法律规范进行全面系统的编订，形成了一部
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顺应时代要求、反应人民意
愿的法典。

三、组织本所__集中学习《民法典》。

2020年_月_日组织本所__现场集中学习《民法典》，并进行
了讨论，互相交流了学习心得。本所主任高金宗主持本次学
习活动。

高金宗强调，本所__要坚定“四个自信”、增强“四个意
识”、自觉做到“两个维护”，全面掌握民法典的基本精神
和核心要义，及时调整案件处理工作思路，通过司法实践体
现和弘扬民法典精神。

另指出，《民法典》共分为七编，即分别为总则编、物权编、
合同编、人格权编、婚姻家庭编编、继承编、侵权责任编。
并对总则编的重点作了简要的总结：一、胎儿享有继承权。



二、八周岁孩子可以“打酱油”。三、成年人也会成为限制
民事行为能力人。四、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为特别法人。
五、个人信息和网络虚拟财产受保护。六、见义勇为非重大
过失不承担民事责任。七、诉讼时效延长至三年。八、未成
年人遭性侵，成年后还能起诉。

副主任于凤__对《民法典》的物权编进行总结：一、新设添
附制度。二、三权分置。三、完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制度。
四、细化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自动续期规则。五、居住权
入法实现物尽其用。六、走向动产质押和权利质押登记制度
的统一。七、扩大担保合同的范围。

本所其他__和工作人员也各自做了发言。通过学习，大家的学
“典”用“典”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对《民法典》实用性、
应用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深刻感受到《民法典》作为社会
生活的百科全书的独特魅力。

接下来，本所将会在司法局、__协会的领导下继续抓好《民
法典》的学习和宣传，为2021年1月1日《民法典》的正式实
施做好充分的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