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脚步丈量祖国大地、用眼睛发现中国精神、用耳朵倾听人民呼声、用内心感应时代脉搏。”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
青年的深情嘱托，也是青年学子成长成才的必经之路。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动员广大高校学生投
身基层法治实践，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共青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发起2023年暑期“法治中国青春行”全国大学生暑
期社会实践专项活动。7月以来，348支入选团队奔赴全国各地，深入基层一线，在与人民群众的交流交融中传播法律知识、
了解国情民生、践行使命担当，在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中勇当排头兵和生力军，努力使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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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乡土中国”传播法治观念

今年 8月初，天津师范大学“冀青妈”普法青

年团一行 8人走进天津市宝坻区霍各庄镇北堼村。

在为期 6天的乡村普法中，他们以“民法典普及宣

传工作”为轴心，进行“法治观念”与“乡土中

国”发展情况的社会调研，探索乡村法律普及的新

途径。

“冀青妈”普法青年团的李嘉奇至今难忘那场

飘香的普法“饺子宴”。

刚到村里，李嘉奇和同学们思考最多的是：什

么样的普法方式能让村民接受？什么样的普法内容

能让村民记得住？饺子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食，代

表着吉祥与团圆。为了与村民更加亲近，“冀青

妈”普法青年团作出一个大胆决定：从一场饺子宴

入手。

普法青年团在村委会活动室摆起了长桌子，提

前准备好了面粉、韭菜、鸡蛋、调料，乡亲们拿

来了自家的面板、擀面杖、大铁盆，与普法青年

团的学生一起择韭菜、和面粉、揉面团、擀面

皮、包饺子……普法青年团和村民拉家常，在增进

交流中了解村规民情，在其乐融融的氛围中把法律

知识、法治观念传送到百姓身边。

除了承载着‘冀青妈’普法青年团和村民之间

深厚情谊的“饺子普法”，学生们的新媒体创作也

让人眼前一亮。采用天津话配音的“普法微动

画”，一两分钟就能为村民普及一条法律知识。团

队专门在霍各庄镇北堼村录制了“乡土上的普法

课”系列作品，根据村民所需，并结合年轻人的风

格，在村间街角处讲述法律知识。“街角是乡土情

怀，是村民生活日常，我们在村中街角录制‘乡土

上的思政课’，就是让村民感受到‘法’在身边，

‘法’并不是遥不可及，他们和我们一样是‘够得

着’的。”李嘉奇说。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一个边远的民族村

落中，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民商法律学院“乡

见未来”团队的学生将所学法律知识带回家乡，

给围坐在百香果树地头的农户上了一堂电商网络

普法课。

这个暑期，“乡见未来”普法团队在为当地直

播宣传特色农产品“钦蜜九号”百香果时，发现农

户对网络电商的认识存在法律盲区。

在钦南区犀牛脚镇，队员们联合犀牛脚法庭在

百香果园开展电商宣讲普法，通过线上直播线下讲

解的方式进行网络销售消费售后的普法宣传。

与第三方电商平台签订合同被恶意抽成怎么

办？电商没有卖到和农户约定的数量、销售额，如

何提前约定或事后维权？给顾客打电话发短信“骚

扰”求好评是否违法？针对电商直播环节中可能

遇到的问题 ,团队成员协作编排和演绎了涉及电商

纠纷的 4 个小剧场，涉及合同不完全履行、恶意

违约、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法律问题。

“无论是节目编排还是实景演绎，我们团队的

出发点在于唤起农户对法律的重视，让大家意识

到，法律与在场的每个人息息相关。”“乡见未来”

队队长李可说，这次普法让我们更加明白了，电

商直播赋能农村发展的同时，让法律知识、法治

思维对村民精神“赋能”同样重要，“于国，完

善乡村治理，乡风文明建设需要法治保障；于

家，法律能为农户增收保驾护航”。

宁夏大学实践队赴四川省南充市仪陇县开展农

民工权益保护普法活动，在集市摆设法律服务摊

点、举行普法坝坝会，用当地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

进行法律宣传服务；烟台大学法学院实践队前往

街边小商店进行一对一普法宣传，为店主量身制

作“法律明白纸”；中国政法大学“徽皖里”实

践团队编写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普法黄梅戏，让法

律 知 识 伴 随 优 美 婉 转 的 唱 腔 “ 飞 入 寻 常 百 姓

家”；中国人民警察大学实践队针对新型网络诈

骗一展身手，去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调研，和接

警民警一起倾听诈骗受害者的经历，在实战中操

练各种反诈技能……从校园象牙塔到社会大课

堂，从书本知识到实战演练，实践团队成员走进

乡土中国深处，在实践中理解什么是实事求是，

怎么去联系群众，在普法道路上留下了闪亮的青

春足迹。

为青少年送上一堂堂沉浸式立体
生动的普法课

“石塔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正式开庭”，随着

一声清脆的法槌声，山西吕梁石楼县人民法院大法

庭内，由中国政法大学“薪法相传”实践队成员及

现场同学组成的庭审开庭。这是 2023 年暑期“法

治中国青春行”中众多模拟法庭中的一个场景，为

了让青少年切身体验法庭的威严与庄重，现场征集

了 6 名学生走上法庭，担任诉讼角色。模拟庭审

中，质证、辩护环环相扣，堪比一堂生动形象、严

谨缜密的逻辑思维训练课和法学知识普及课。

2023 年暑期“法治中国青春行”中，众多普

法团队“八仙过海”，把新媒体新技术应用在普法

作品中，为青少年送上一堂堂沉浸式、生动立体的普

法课，让同学们意识到，“原来法律就在我们身边！”

针对不同青少年群体的身心特点和成长需求，

团队通过模拟法庭、情景剧、微电影等沉浸体验式

法治实践活动，普及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

人犯罪法、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等与青少年息息相关

的法律知识，宣传普及防诈骗、防欺凌、防性侵等

自护知识，强化青少年尊法守法意识，提升运用法

律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和能力。

在江西省靖安县高湖镇山口村，团队成员精

心排练的一场“杀猪盘”套路贷的防诈骗情景剧

上演，为在场观众们揭穿了一场套路贷的骗局。

这个暑期，南昌职业大学“职教普法匠人”团队深

入乡村、校园开展为期两个月的法治实践，他们自

编自导拍摄了微视频《消失的“她”》，以青少年为对

象制作了“‘职’等你来，‘普’相伴”答题小程序和反

诈宣传拼图小游戏，用青少年易于接受的方式讲

解电信网络诈骗的套路、特征和危害。

厦门大学“廌润童心”实践团队原创开发了法

治主题剧本杀、普法大富翁桌游、双向互动课堂等

多种形式的普法产品，提升青少年学法用法的主动

性、自觉性；湖北文理学院实践队梳理了青少年容

易遭受的电信网络诈骗、校园欺凌、网络暴力等问

题，通过歌曲、剪纸等文艺形式进行针对性普法，

重点面向青少年宣传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

人犯罪法等法律法规；淮阴师范学院以“法治护

航，相伴成长”为主题，为淮安市淮阴区淮高镇大

福村的青少年开展未成年人保护主题的普法活动，邀

请孩子们参演反校园欺凌的情景剧，深受大家喜爱；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实践队通过诗词普法、典故讲法等

形式，让青少年在趣味学法的同时徜徉在中华传统文

化的海洋里……面向青少年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过

程，也是育人和自育相结合的过程。厦门大学法学院

实践队郑鑫瑜感慨，普法游园会上孩子们的笑脸、课

堂上回答问题时稚嫩响亮的声音、法治剧本杀活动中

聚精会神的眼神……这些都激励着她们坚定前进信

心，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大任，为推动青少

年法治宣传教育贡献青春力量。

用法治力量构建美好生活

许昌学院“情暖童心，携法同行”实践队自 2017
年起深入基层，连续 6 年开展普法宣传的同时，用真

诚与真情关爱留守儿童，积极服务乡村教育，投身乡

村振兴。

成立两年的山东中医药大学“弘法沧澜”普法

队，现有 14名成员，足迹遍布 3 市 16 个乡镇。此次

暑期“法治中国青春行”，他们走进山东省滕州市

姜屯镇，通过对司法所、妇联等工作人员实地采

访，对农村留守儿童、乡村医生群体展开调研，形

成两篇调研报告 《我国农村留守儿童法治教育现状及

对策研究》《我国乡村医生法律素养的现状调查及对

策建议》。

通过调查，“弘法沧澜”普法队了解到农村留守

儿童法治教育存在的短板与不足表现在：家庭教育环

节严重缺失；学习教育形式单一、课程边缘化；社会

力量参与不足。通过与接受过家庭法治教育的孩子对

话，他们发现，学生对法治教育的理解存在偏差，将行

为规范教育，如防火、溺水、用电等安全知识的讲解等

同于法治教育，并没有真正理解法治教育的内涵。

天津师范大学“与光同向 与法同行”实践团深

入山东烟台、枣庄，以及河南、河北、天津等地开展

乡村普法调研发现，目前基层普法工作过于强调法

条、缺乏法律思维教育，且普法形式单一，村民受益

程度有限。因此，为村民打造量身定制的普法内容显

得尤其重要。

山东财经大学实践队聚焦困境儿童的法律保护问

题，实地走访青岛市即墨区移风店镇、北安街道、大

信镇的困境儿童家庭，调研了解当前困境儿童的成

长环境和权益保障以及地方在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中

的经验和不足，分析法律因素对困境儿童家庭成

长、教育促进和权益保障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形成

相关调研报告。

烟台理工学院实践队深入了解山东省枣庄市的红

色遗迹资源法律保护面临的问题，并提出相关立法建

议。下一步，他们将积极转化本次调研成果，参加全

国青少年模拟政协提案征集活动。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青年学子们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广泛开展新时代基层法治

建设调研活动，将书本所学转化为提升社会治理法治

化水平的真知灼见，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党的二十大擘画了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宏

伟蓝图，为广大青年实现梦想描绘了光明前景、施展

才干搭建了广阔舞台。在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

国建设的新征程上，新时代青年目光坚定、步履铿

锵、信心满怀，用青春的智慧和汗水绘就法治中国美

丽画卷。

绘就“法治中国”青春画卷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刘胤衡
记者 崔 丽

9 月 25 日，在纪念铁人王进喜诞辰

100 周年特别活动——“感动石油人物”

评选揭晓暨颁奖典礼上，华北油田通信

有限公司副经理于晨光，因其在脱贫攻

坚、乡村振兴上的突出贡献获评“感动

石油人物”。

不同于其他获奖者，河北省保定市唐

县马庄村村民马海林走上台，将闪光的奖

杯颁给了他们村的第一书记于晨光，“金

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这座奖杯在

于晨光手里沉甸甸的。

马海林拉着于书记的手，眼里噙满泪

花：2021年 5月，村里脱贫了，于书记要

走了，全村人都舍不得，700多户村民按

下红手印挽留他。

为啥这么舍不得？马海林回忆起

2018年村子里的模样，“当时，咱村有一

个不好的代号，叫‘地雷村’，是于书记

带领我们成了致富村。”

2018 年，华北油田驻村帮扶工作全

面开启，于晨光主动请缨，任驻村第一书

记、工作队队长。

当年 3月，刚来到马庄村，于晨光就

带领工作队入户走访，办公室的门始终为

村民敞开。全村 1192 户、 3434 人的档

案，他们翻看了一遍又一遍。两个月后，

工作队根据一手资料，最终确认 93户 207
人为贫困户，名单公示一周，未收到一条

异议。

从原先民怨沸腾的“地雷村”到如今

的心服口服，于晨光心中只有一个朴素

的想法，“不能因为遇到阻力和挫折就轻

言放弃，一定要把国家的扶贫资源用到

实处”。

马庄村有养羊的历史，但一直没有形

成规模。当时，村民马永旺刚做了肝切除

手术，身心备受打击。于晨光得知马永旺

曾替别人养过羊，他替马永旺做担保，贷

款买了一批羊羔。

“为了让我们脱贫，于书记是有多大

劲儿使多大劲儿。”功夫不负有心人，如

今，马永旺养了 800 多只绵羊，实现了

致富。

马庄村村民有了奔头，也开始养羊。

现在，村里的绵羊养殖规模已从 2018 年

的 1500 只发展到 20万只，通过绵羊养殖

带动了上下游产业，一条从饲料加工到羊

粪加工再利用的产业链建立起来，许多村

民在家门口就能找到工作。

扶贫先扶智。 2018 年，张文琴的生

活陷入困顿中，儿子马贺达在读高三，家

里没有其他劳动力，收入几乎为零。马贺

达不想让母亲吃苦，要辍学去打工。

“孩子得回去上学！”于晨光找到马贺

达，劝他回学校读书，并承诺工作队会帮

助解决他家的困难。

于是，张文琴进了免费的厨艺培训

班，学到烤饼技艺后到集市上摆摊。工作

队为母子二人解决了低保问题，马贺达享

受上“两免一补”的助学政策。

2019年，马贺达以 600多分的成绩考

入名牌大学。今年，又考取浙江大学硕士

研究生。看到孩子的通知书，张文琴喜极

而泣，她深深感谢于书记。

第一条水泥路、第一盏路灯、第一条

自来水管、第一座文化广场 ......马庄村逐

渐旧貌换新颜。 2020 年，马庄村脱贫。

村民人均年收入由 1500 元提高到 1.5 万

元，大家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2021年 5月，于晨光带队的扶贫工作

队 3年帮扶期已满。离别时刻，华北油田

党委收到了一封特别的请求信——上面印

满了 700 多个密密麻麻的红手印，是 700
多户马庄村村民，请求于晨光留任。这是

村民对于书记的信任与认可。

“我就问您一句话，让不让于晨光

走？” 在“感动石油人物”颁奖典礼上，

主持人向马海林提问。

“不行！”不善言辞的马海林，回答得

斩钉截铁，现场响起一片掌声。

于晨光留了下来。

现在，他是统筹唐县马庄村、委

庄村两个帮扶点全面工作的协调组组

长，如何巩固精准扶贫成果、推动两

村全面振兴，成为他新的任务。

如今，马庄村昔日的荒坡已种上漫山

的毛桃、苹果树，这是工作组带领村民一

点一点开荒建成的。果园对面，太阳能发

电光伏板鳞次栉比，反射着太阳的光芒，

它们输送出去的电能，能为村民创造更多

收入。

给于晨光的颁奖词这样写着：山一

程，水一程，你的赤子情怀，化作致富路

上的点点晨光。

58 岁的于晨光，继续行进在乡村振

兴的“赶考”路上。

700多个红手印留下他继续奔走乡村振兴路

于晨光：这座感动的奖杯由村民颁给他

于晨光（左一）与乡亲们抱着小猪仔。 受访者供图

在山西吕梁的 33 天中，
面对阿姨听完反诈宣讲后“如
果你们早点来，我就不会平白
无故背负 30 多万元贷款了”
的叹息，我们感到相见恨晚；
面对奋战高考的学生妹妹说出

“法律好有用啊，我上大学也
想学法律”的话语，我们感到
欣慰无比……此次普法行，让
我们知道自己真的能为法治建
设贡献点滴力量，这是我们青
年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是我
们想象中青春最美的样子。

——中国政法大学实践队
李群英

从政府机构到基层田野，
从纠纷产生到案件终结，我们
了解有实效、讲方法的“红安
法治团队”，探访“全国民主
法治示范村”湖北小金山村的
法治阵地建设，感受红色法治
的薪火代代传承。作为新时代
的青年法学生，我们将不断弘
扬法治精神，传承中华传统法
律文化，为加快推进法治社会
建设贡献绵薄之力。

——武汉大学法学院实践队
李晨曦

推进法治中国建设，重点
在基层，难点在农村。本次社
会实践，我们把目光聚焦到偏
远的贵州毕节市威宁县大街
乡。在当地村干部的帮助下，我
们克服了交通、语言等重重困
难，走访了100多户村民，将法
律知识送到田间地头、送进大
山深处，也在躬身实践中更加
深刻地认识了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意义。

——贵州大学法学院实践队 田 艺

青春向上，青年向前。本次实践中，我
们把枯燥的法条转化为生动的故事，将法律
知识以“接地气”的方式传递给群众。一场
场生动的课堂、一次次贴心的交流，都激励
着我们以更多元、更创新的方式推动党的二
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广大群众中入
脑入心、落地生根。

——湖北文理学院实践队 胡紫怡

今年暑假，我们实践队进行了一次“法
治+传统文化”的实践探索。在法治文化公
园，我们与群众热烈讨论诗词中蕴含的法律
知识；在街道社区，我们与青少年共诵法治
名言，感悟传统法律文化；在河南开封包公
祠，我们了解名臣包拯清正廉洁、断案如
神的法治故事……这些美好的回忆激励着
我们以传承中华优秀法治文化为己任，为
建设法治社会作出青春贡献。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实践队 李欣珂

本次实践中，我们参与到河南鄢陵县检
察院和鄢陵县阳光社工联合举办的“法治护
航，护苗成长”涉罪未成年人帮教活动中。
通过“法治飞行棋”小游戏等，帮助孩子们
打开心扉，积极参与到活动中。一封封感谢
信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我们将继续运用所
学贡献社会，在志愿服务中放飞青春梦想。

——许昌学院法学院实践队 郭智宇

法立于上，教弘于下。在向广东汕头阳
光学校200多名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进行法
治宣传过程中，我们深感“润物细无声”式
的普法才能真正深入人心。

——韩山师范学院实践队 兰泳盈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
血脉，我们参观广东潮州红色教育基地，拜
访潮州非遗手拉壶传承人，了解非遗的法律
保护，寻访这座城市的红色基因，强烈感受
到要发挥青年力量，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
法律保护下生生不息。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实践队 何其嘉

“脚下沾满了多少泥土，心中就沉淀了
多少真情”。参加本次社会实践对于我们团
队的每个人都意义匪浅。未来，我们将致力
于研究兼具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的问题，心
系民生关切，助力基层治理，真正“把论文
写在祖国大地上”。

——华中科技大学实践队 王锦涛

本次实践中，我们团队帮助初创企业
完善规章，提升风险防范意识。青年创业
者的鼓励和肯定，让我们更加坚定了初
心。未来，我们将持续为青年创业者提供
优质的法律服务，护航初创企业成长。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实践队 陈嘉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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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山师范学院实践队成员与青少年共同排演法治情

景剧。

泉州职业技术大学八方书院实践队向青少年和社区居民开

展普法宣讲。

中国人民警察大学实践队成员深入群众调研反电信诈骗

情况。

宁夏大学实践队成员在开展普法过程中拉近了与当地村民的关系。 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