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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是在一段时间内对学习和工作生活等表现加以总结和概
括的一种书面材料，它可以促使我们思考，我想我们需要写
一份总结了吧。优秀的总结都具备一些什么特点呢？又该怎
么写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总结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
欢!

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活动总结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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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相伴活动总结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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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相伴活动总结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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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相伴活动总结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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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活动总结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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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