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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A2

夫妻离婚二孩“平分”？“全职太太”如何维护自身权益？

上海法院推出家事纠纷“百科全书”

■ 相关报道详见A4

“123456789:;< ”
  昨天下午， 静安公安分局举办反诈宣传原创作品评展会。

图为共和新路派出所民警上演反诈情景剧《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警方供图

□ 见习记者 王葳然

本报讯 为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法治

思想， 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

中全会关于完善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制度机制的

要求， 近日， 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研讨会在上

海召开。

本次研讨会邀请中央宣传

部宣传教育局、 全国人大常委

会法工委立法规划室领导莅会

指导。会议由上海市委宣传部、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上

海市司法局、上海市法学会、华

东政法大学共同主办。

会上，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

员、 全国人大环资委副主任委

员，农工党中央副主席，中国法

学会副会长吕忠梅作《以生态

环境法典编纂培育和践行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价值观》 主旨发

言， 表示要推动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融入环境法典编纂，打

造既传承中华传统生态的法治

基因， 又具有国际示范力的中

国式生态环境法典， 促进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观得到践

行。

上海市法学会党组书记、

会长姜平作《以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培育上海城市法治精

神》 主旨发言， 表示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凝聚着全体中国人

民共同的价值追求， 在与上海

城市发展的深度链接中， 锻造

了上海海纳百川的城市精神、

建构了上海以人为本的城市风

格、 形塑了上海重视规则契约

意识的城市价值， 培育了上海

辐射全球的城市愿景， 为上海

法治建设与城市治理实践提供

了精神滋养和力量源泉。

会上，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

部委员、 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

林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 为

推动国际法治贡献中国力量》

主旨发言。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党委副书记、 校长王轶作《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民法

典》 主旨发言。

同时， 主办方特邀13位领

导、 专家、 获奖论文作者代

表， 分理论和实务两个维度，

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

法治建设的深刻内涵、 时代价

值、 实践路径等做进一步深入

交流探讨。

据悉，上海将以研讨会为

契机，着力为推动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提供

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创新成

果。

4递法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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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对话作者，讲述与“宪法日”的故事

□ 记者 胡蝶飞

1986年1月6日，《上海法制

报》（本报曾用名） 第七版刊发

了一篇名为《建议规定宪法节》

的文章，其中提出“将每年的12

月4日规定为宪法节” 建议。

2014年， 我国设立并迎来首个

“国家宪法日”， 至今已走过十

载。 今天是第11个“国家宪法

日”，昨天上午，记者再次对话

该文作者之一寇树才， 听他讲

述与“宪法日” 的故事。

“那一年我们正在复旦大

学法律系读大一。 我记得当时

刚上完一个学期宪法学课程，

老师布置了作业， 要大家写一

篇关于宪法的小文章。” 昨天

上午， 在国浩律师（上海） 事

务所里， 寇树才向记者回忆，

自己当时对宪法的印象是“国

家根本大法”， 非常重要。

“同班同学陈旭东和我说，

当时国际上不少国家设立了宪

法日，但我国却没有。 ”寇树才

说， 他和陈旭东一起做了一些

调查，发现1982年宪法颁布后，

法律专业和行业之外的群体，

对宪法的认识了解并不多。

“能不能也设立一个宪法

节， 来加强宪法宣传， 增强人

们的发现意识？” 之后便由陈

旭东执笔， 共同写下了《建议

规定宪法节》 一文， 并向《上

海法制报》 投稿。

“新宪法颁布至今已经整

整4年， 虽然我们通过各种途

径宣传新宪法， 取得了一定成

效， 但还没能真正做到使新宪

法家喻户晓， 人人皆知。 许多

人， 包括一部分党员、 干部，

还根本不知道新宪法允许什

么， 禁止什么， 违反宪法的行

为还时有发生…….我建议可

以把每年的十二月四日规定为

宪法节， 在这天， 可以进行全

国规模的宪法宣传活动”。

1986年1月6日，《上海法制

报》 刊发了这篇来稿。 时至今

日，这份报纸仍被完整保存。

时间来到2014年。 党的十

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设立国

家宪法日。 同年11月1日， 第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

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设立国家宪

法日的决定”， 将12月4日设立

为“国家宪法日”。

“当时我们都异常兴奋。”

“学生时代的设想变成现实

了。” 寇树才至今仍清晰记得

当时得知这一消息时的感受。

从2014年12月4日我国迎

来首个“国家宪法日”， 时至

今日， “国家宪法日” 已迎来

第11个年头。

“这十余年来， 我觉得这

个过程也是新时代法治中国建

设不断深入推进的过程，” 作为

法律从业者， 身为律师的寇树才

对于我国法治进步有着深刻的体

会和感受， “感受到我国各项法

律法规正在不断完善， 人们的宪

法意识也在不断提升。”

在寇树才看来， 作为国家根

本大法， 宪法规范不能事无巨

细， 将社会生活各方面都纳入其

中， “但宪法就像空气， 时时刻

刻都存在。” “宪法日也不仅是

增加一个纪念日， 要想真正在全

社会树立起宪法的权威， 切身感

受到宪法的实际意义， 让每一个

公民形成宪法意识、 法治理念，

这个过程中， 我们还有很多工作

可以做。” 寇树才说。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融入法治FH研讨会在沪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