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班会内容 美好
生活民法典相伴宣传活动总结(优秀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以下是我为大家
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班会内容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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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班会内容篇二

__年5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施行以来的第__个“民
法典宣传月”。为宣传好民法典，绩溪县机关事务管理服务
中心开展了“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系列活动。

该中心在行政办公中心更新设置了民法典宣传栏，让行政办
公中心工作人员及办事人员了解民法典相关内容。5月25日上
午，该中心结合省级文明城市创建，开展了送民法典进社区
活动。志愿者们先后来到上三里、河塝岱，挨家挨户发放民
法典宣传页，提高人民群众对民法典的知晓率，把民法典融
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让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做到知法、守
法和用法。下午，该中心组织干部职工，通过网络集中旁听
民法典相关案件庭审，使广大干部职工对民法典物权篇、合
同篇有了更深的了解。

通过一系列活动的开展，让民法典成为指导社会生活的“百
科全书”，让民法典走到群众身边，走进群众心里。

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班会内容篇三

2020年5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
从“法律”到“法典”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却是历时66年的
编纂，经过几代法律人的努力得来的宝贵成果。这部被誉
为“社会生活百科全书”的法典是新中国首部民法典，也是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对新时代我
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作为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规范，民事
法律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随着社会发展，一些特殊的民
事行为中往往会牵扯到多部法律，因此在司法实践中或出现
各部法律之间的适用重叠，或出现超出了单行民法调整的范
围而造成管辖空白的情况，从而给立法、司法、普法、守法



造成困扰。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的不断发展和全面依法治国的深入实施，在社会各项基础
都基本健全的前提下，迫切需要将民事行为规则系统化、体
系化，同时切实解决民法内部的和谐问题，促进社会文明、
和谐、稳定发展。因此《民法典》的诞生，可以说既是势在
必行，也是水到渠成。

作为“社会生活百科全书”，《民法典》除了内容丰富、涉
猎范围广，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从法条之后所体现出的深刻
的立法指导思想。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
经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民法典
的出台，就是为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提供更全面的法制保
障，更体现了人民至上的思想。

此次通过的《民法典》由7编加附则共84章、共1260个条文构
成。第一编为总则，之后依次为物权编、合同编、人格权编、
婚姻家庭编、继承编和侵权责任编。《民法典》并不是全新
编纂的民事法律，也不是简单的多部单行法的集合，而是综
合新时代社会经济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区别于
《物权法》、《婚姻法》、《合同法》等单行法，有针对性
对现行民事法律规范进行编订纂修、去粗取精，形成体系化、
系统化的规范。这七编把民生相关的方方面面都涵盖在一部
法律之下，从小到老百姓衣食住行，大到国家综合治理，提
供了完整的法律指引。

在各分编中，值得关注的重大创新和亮点要属人格权的独立
成编。《民法典》总则编第二条规定：”民法调整平等主体
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
相较于1986年《民法通则》所表述“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
此次民法典首次把“人身关系”置于“财产关系”之前，弥
补了传统法系“重物轻人”的体系缺陷，同时也体现了《宪
法》保障人权的根本要求。



《民法典》中的人格权编共六章五十一条，涵盖了从全面建
立反性骚扰制度防线，到个人信息防火墙等社会热点问题，
适应现今社会的发展趋势，突出细化了作为民事主体的自然
人所拥有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
誉权、荣誉权、隐私权等各项权利，加强了人身自由和人格
尊严有关的人格利益的保障，从法律层面对人格权利和利益
进行了肯定和保障，为进一步深化人格权的保护奠定了请求
权的法律基础。除此以外，《民法典》还实现了多处制度创
新，包括规定了“自甘风险”规则以及“自助行为”规则、
完善了网络侵权责任制度、增加规定生态环境损害的惩罚性
赔偿制度等等体现时代特征的内容。

“徒法不足以自行”。一部好的法律，不仅仅是看法条的科
学性和周延性，更多的是看实际运行效果。良法善治，需要
全社会的参与，以法律的视角审视社会活动，固守法律底线。
新时代的中国，需要一部这样的《民法典》，让她渗透到日
常生活的各个角落，给社会生活提供权利和义务的规范，用
法治构筑稳稳的幸福。

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班会内容篇四

今年5月是第__个“民法典宣传月”。为增强群众的法治意识，
进贤县白圩乡开展“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主题宣传活动，
让法治走进群众生活、走到群众心中。

5月23日，进贤县白圩司法所联合乡综治办、乡妇联、乡新时
代文明实践所在乡政府门口街道开展活动。活动现场通过悬
挂横幅、发放宣传资料、现场讲解等方式，与群众积极互动，
志愿者们有的走上街道发放宣传资料，有的热心解答群众提
出的法律知识咨询，有的深入商超宣传法律知识。据统计，
此次活动共发放宣传单150份、普法书本100本。

同时，白圩乡司法所积极开展《民法典》进农村、进社区活
动。司法所工作人员深入各村(社区)开展法治宣讲、提供法



律服务，通过具体案例以案释法，引导村两委干部学习并宣传
《民法典》，使他们养成善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
纠纷的习惯。

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班会内容篇五

在全国第__个民法典宣传月来临之际，为切实提高民法典普
法工作针对性和实效性，5月26日下午，西安市碑林区司法局
机关团支部组织青年志愿服务队在太乙路街道交大社区开
展“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普法进社区活动。

近年来，高空抛物、坠物事件时有发生，严重危害公共安全，
青年志愿者对这些热点问题一一进行解读，通过“发宣传单+
讲解”的方式，让居民深入地了解民法典相关法律规定，并
针对居民经常会遇到的涉法问题，通过案例分析，向居民进
行答疑解惑，引导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自觉做到知法、守法、
用法，共同用法律知识筑起“保护墙”。此次活动共发放普
法宣传单1000余份，解答法律咨询20余人次。

通过此次民法典宣传进社区活动，把民法典带进了社区，带
进了广大居民心中，进一步提高了社区居民的法治观念，取
得了良好的法治宣传效果，使社区居民增强了运用《民法典》
维护自身权益、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意识，营造了学习民法
典，用好民法典良好氛围。接下来，碑林区司法局机关团支
部青年志愿服务队将通过多种形式的志愿服务活动，发挥自
身所长，践行友爱互助的志愿精神，营造“我为人人，人人
为我”的社会风尚，以当代青年人的实际行动为法治碑林建
设贡献青春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