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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关注：第五个“民法典宣传月”报道

■观点

2020年5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
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宣告我国正式进入“民法典时代”。

作为新中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
法律，这部被誉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
书”、与老百姓“距离最近”的法典，从
一面世就承载了“将深刻改变中国社会生
活各方面”的热盼。

5年间，媒体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民
法典普法宣传活动，让法治甘霖浸润每
个角落，让民法典所蕴含的平等意识、
契约精神、诚信观念等直抵人心，成为
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准则、市场经济的
自觉遵循。

主流媒体具有强大的传播力、引导
力、影响力和公信力，在宣传报道民法典
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

从宣传时间上看，自 2020 年至今，
主流媒体对于民法典的宣传报道并非停留
在每年5月“民法典宣传月”的时段，而
是贯穿全年，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将
内容繁多的法条有重点、有条理地呈
现。纵观媒体报道可以看到，媒体大多
会聚焦某一个细小的切入点，结合具体
的案例加以呈现，从而达到宣传科普的
目的。

从内容保障方面来看，行业类媒体的
专业优势明显。如《人民法院报》开设的

《法答网精选答问》栏目，其内容主要来
自法答网。法答网是最高人民法院为全国
四级法院干警提供法律政策运用、审判业
务咨询答疑和学习交流服务的信息共享平
台，《人民法院报》巧妙利用这一平台内
容的专业性、权威性，为广大读者服务，
实现了专业信息向大众的巧妙过渡。

为了保障内容的专业性和权威性，不
少媒体也会选择与司法机构进行合作，联
合推出新闻产品。如正义网与黑龙江省人
民检察院、黑龙江省七台河市人民检察院
联合出品的《一“典”就通》系列普法短
剧、海南日报新媒体中心联合海南省高级
人民法院推出的《120秒读懂民法典》系
列视频等。

此外，记者观察到，很多检察院、法
院等司法机构的新媒体账号也有很强的策
划能力，发布了很多有分量的作品。例
如，最高人民法院官方账号在多媒体平台
开设的《“典”亮美好生活》专栏，通过
以案说法、法官讲法、动漫普法等多种形
式，讲述人民法院贯彻实施民法典的故
事，推动民法典走到群众身边、走进群众
心里。“学习强国”学习平台的“2025民
法典宣传月”专题内，甘肃省司法厅就贡
献了众多网感十足的新媒体产品，巧妙利
用AI的技术优势，将民法典科普融媒体
产品打造得互动感十足。

因此，面对“民法典宣传月”这样的
主题宣传，媒体和专业权威部门的深度融
合，相得益彰，值得弘扬。

牵手权威部门
实现双重保障
□齐雅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作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与我们每个人的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密切相关，自2020年颁布实施以来，

民法典已经在实践中发挥了显著的作用，成为引领社会文明进步和增进人民群众福祉的重要法律。今年5月是我国第五个“民法典宣传

月”，为推动民法典宣传活动深入开展，遵照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联合印发《2025年“民法典宣传月”工作方案》要求，

众多主流媒体纷纷推出专题专栏、特别策划，以及形式多样的融媒体产品，以发挥媒体的引导力量，为民法典宣传贡献媒体力量。

针对第五个“民法典宣传月”，不少媒
体在进行宣传报道时，会着重突出5周年这
个时间节点，展现民法典颁布 5 年来，

“法”在身边，“典”亮生活。
5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民法典颁布

五周年典型案例”。面对这些典型案例，《人
民法院报》发挥行业媒体的优势，在报纸版
面和微信公众号平台分别进行推送，将这些
具有典型意义的内容从多渠道推送给广大
受众。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则选取最高人民
法院发布的“民法典颁布五周年典型案
例”中的一些具体案例，进行进一步的深
度分析和呈现，推出了 《最高法发布典型
案例：员工实施职场性骚扰，单位有权解
除合同》《最高法典型案例：私自放生 2.5
万斤外来入侵鲇鱼 被判承担生态环境修复
费用》等报道。

典型案例辅助阶段总结

民法典的宣传报道，并非只在每
年5月。很多媒体对其宣传报道贯穿
全年，通过固定的栏目或版面对民法
典中的具体内容进行讲述、解读，但
在5月，他们则会进行更为丰富的策
划报道。

《工人日报》的《法问》栏目分
为“读者来信”和“为您释疑”两部
分，即读者以来信的形式进行提问，
法院工作人员对此进行回答，《工人
日报》为双方搭建沟通交流的平台。
比如，在《住宅小区里开民宿要征得
邻居同意吗》报道中，对北京的沈先
生提出的住宅小区里开民宿是否要征
得邻居同意这一问题，北京市平谷区
人民法院法官助理张立蕊进行了回
答。其引用了民法典中的具体条文内
容，并给出了具体做法和方案，切实
提供了可参考的解决办法。

法答网是最高人民法院为全国四
级法院干警提供法律政策运用、审判
业务咨询答疑和学习交流服务的信息
共享平台。2024 年 2 月，《人民法院
报》开设《法答网精选答问》栏目，将具
有典型性、前沿性或疑难复杂的法律
适用咨询答疑进行发布，在更广范围、
更深层次发挥法答网释疑解惑交流、
促进统一法律适用的功能效用，向社
会传递崇法风尚，弘扬法治正能量。

此外，《检察日报》的《典亮生
活 守护美好》栏目，每期聚焦一个话
题和领域，用具体案例的形式说法讲
法。案件具体怎样、检察官如何调查、
法院如何裁定等过程，在报道中逐一
呈现。值得注意的是，栏目善于在报
道的同时，添加各种“小贴士”。

例如，在《“一房二卖”的房子

到底是谁的？》一文中，附上该案例
对应的民法典中法条链接；在《“买
卖不破租赁”，不为恶意串通“撑
腰”》一文中，附上对“买卖不破租
赁”的解释；在 《1.2 万元“水礼”
要不要返还？》一文中，附上处理彩
礼纠纷需综合考虑法理与习俗的内容
科普；等等。这些内容多样的“小贴
士”，有利于解答民众的不同困惑，
具有极强的科普意义。

为了帮助受众深入了解民法典，
海南日报新媒体中心联合海南省高级
人民法院，推出 《120 秒读懂民法
典》系列视频，对民法典进行系列解
读。见义勇为而受伤的损失谁来担？
当“假一赔十”遇上“知假买假”怎
么判？面对这些问题，《120 秒读懂
民法典》 系列视频用趣味动画的方
式，将人们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融
入动画之中，长篇文字化身动画，更
易将民法典内容进行广泛传播。

常规栏目牵手重点策划

通常来说，对民法典的内容如
果是进行单纯讲解，很容易陷入枯
燥乏味，因此，创新讲解方式和表
达形式，更容易将民法典内容传播
进民众心里，众多媒体也努力将民
法典的相关内容以更活泼新颖的方
式进行呈现。

新华社巧妙发挥 AI 的优势，推
出了多篇“‘AI’读民法典”相关
报道，针对不同的主题，让 AI 自
动生成新媒体主题海报，并搭配
该主题所对应的民法典内容。《数
字时代被侵权？有“典”可循！》
呈现了从规范 AI 应用到保护个人
信息、从规范电子合同到保护虚
拟财产等与人们数字权益息息相
关的重要法条。《教你守护“钱袋
子”》 呈现了从抵押纠纷到居住
保障、从共有财产到物权归属等
内容，“手把手”教人们守护自己
的“钱袋子”。“我觉得这种形式挺
好的，可以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并
运用相关条款。”“AI 读民法典，名
字取得真好，让人感觉到国家对我
们公民权益保护力度之大！”这些报
道凭借轻量化、易传播的特点在社
交媒体上引起了广泛关注，得到众
多网友的点赞和留言。

人民法院报微信公众号推出的
趣味视频 《民法君“典”案例》，
已经陆续推出了 100 多期，视频主

要内容是呈现相关经典案例。视频
中，真人出镜进行案件的情景再
现，并化身“民法君”，对案例内
容进行点评。值得注意的是，在最
新推出的 《男子下河游泳溺亡，谁
担责？》 中，《人民法院报》 也充分

发挥了 AI 的作用，情景再现内容便
是由 AI 技术生成。这样的方式，也
让视频内容在场景、人物等方面的
呈现有了更多可能性，丰富整体视
频的表现形式。

正义网推出 《一“典”就通》
系列普法短剧，聚焦遗嘱继承、物
业治理、未成年人保护等内容，如
父亲去世后弟弟炮制假遗嘱，企图
侵占房产该怎么办？业主被小区墙
体脱落物砸伤，物业公司却以“自
行避险”为由推卸责任，该如何维
权？失聪儿童遭父亲家暴，助听器
被变卖，学费被挪用，该怎么保护
他？通过以案释法，讲述民法典如
何守护美好生活。短剧以生动形象
的演绎，把民法典内容变成趣味十
足的短剧，在科普层面实现了显著
进步。

“大家好，自我介绍一下，我
是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民 法 典》。”

“学习强国”学习平台“2025 民法
典 宣 传 月 ” 专 题 推 出 的 视 频

《AIGC 动漫：大家好！我是民法
典》，采用 AI 生成的方式，通过
第一人称将民法典的核心要义以
更通俗、更亲民、更接地气的方
式娓娓道来，视频中的主角“民
法典”一边穿梭于各个场景，一
边介绍自己，成为民法典科普中
的趣味表达。

多元融媒扮靓趣味科普

“民法典宣传月”中，媒体突出五周年节点，形式多样、丰富充盈——

“法”在身边 “典”亮生活
□本报记者 齐雅文

《检察日报》开设《民法典这五年》栏
目，结合媒体特点，对“民法典宣传月”进
行了重点报道。比如，5月17日推出的报道

《保证期间：从基本事实到实体权利的双向
审查》，便是邀请理论界专家与实务界人士
就最高检第五十六批指导性案例中，检例第
224号所涉保证期间、保证责任消灭及基本
事实等相关问题进行探讨。为了避免部分读
者不清楚最高检第五十六批指导性案例是什
么的问题，《检察日报》特意在版面中附上
二维码，供读者更方便快捷地进行观看，以
提升读者的阅读感受。

法治日报微信公众号连续推出2期民法
典知识问答活动，每期问答活动设置10道
单选题，参与者可将答案写在评论区，然后
小编每期都会从留言中选取答案全部正确
者，再按留言的先后顺序从中选定5名中奖
者，送出《法治日报》文创周边。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普法”频道
联合湖南省司法厅推出“2025 年民法典宣
传月”专题，全面推介好“民法典宣传月”
中的湖南故事。与中央媒体和行业媒体不
同，此类由地方媒体和地方司法机构联合推
出的民法典相关新闻内容，则把视角聚焦前
沿一线，让受众看到民法典如何“典”亮生
活。例如，MV 《与你相伴》 借助优美歌
声，让受众在歌词和旋律中看到民法典的不
同打开方式。

宁夏日报客户端推出的“一部法典守护
一生的温暖密码”系列报道和“婚姻不止柴
米油盐 还有民法典的守护”系列报道，
则是以发生在宁夏的具体案例作为切入
点，让受众在一个个具体案例中感知民法
典所发挥的具体作用，为大家提供切实可
行的做法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