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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

部、中国法学会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

教材《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以下简称《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

育出版社出版。

  《概论》由“绪论+三编”构成，共20章，近27万字，阐释了习近平

法治思想的鲜明特色、重大意义、丰富内涵、核心要义、科学方法、实

践要求，全面反映了习近平法治思想是一个内涵丰富、论述深刻、逻

辑严密、系统完备的科学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

最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坚持忠实于原

著、原文、原意，坚持学理化阐释、学术化表达、体系化构建，是高校

法学类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点教材。

《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1月16日，中国政法大学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院揭牌。3月

14日，天津大学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中心在天津大学法学院

成立。

  3月10日下午，西北政法大学“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开

课，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中心主任杨宗科教授主讲第一讲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形成过程和理论体系”。3月26日下午，中

国政法大学“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第一课开讲，校长马怀德

作为主讲人讲授《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义》。同月，华东

政法大学党委书记郭为禄教授在华政开讲“习近平法治思想

概论”课程第一课。9月10日，西南政法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

付子堂在渝北校区主讲《形势与政策·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

示范公开课。

  5月28日，为提高法学专业教师教育教学水平，教育部指导高

校法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面向全国法学专业教师推出习近平

法治思想大讲堂。

  6月，清华大学法学院“习近平法治思想全国巡回宣讲”首场

活动走进山东省泰安市人民检察院。

  10月，中国法学会在所属《民主与法制》周刊开辟了《习近平

法治思想研究与实践》专刊。同月18日至24日，中国法学会培

训中心在北京举办“基层司法行政机关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

培训班”。

  11月，中国政法大学联合六大媒体开展“习近平法治思想”普

法宣传活动。13日，“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研讨会在中国政法大学海淀校区召开。

教育部 中国法学会 各法学院校积极推进

习近平法治思想宣传研究和“三进”工作

  3月19日，党史学习教育中央宣讲团在渝高校宣讲座谈会在

西南政法大学举行。25日，西南政法大学研究生支教团、大学生讲

习所的同学们在巫溪县峰灵镇中心小学开展了“百年峥嵘，同心

向党”党史宣讲系列主题活动。31日，由中国政法大学“1502”新时

代青年知行社发起的“党旗辉映百年 致敬革命先烈”学党史强信

念跟党走系列学习实践活动正式启动。

  在“4·15”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北京大学法学院举办了

“学习党史守初心使命，践行法治护国家安全”普法宣传系列

活动，启动“百年风华炼初心，今朝溯源缘法行”2021年北大

法律文化节。

  5月21日，华东政法大学创排生动展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法治建设的大型话剧《雷经天》成功首演。11

月，《雷经天》受邀作为开幕剧目登上第七届中国校园戏剧节舞

台，并获评优秀剧目。

  5月22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党史高峰论坛在中国

政法大学举行。

  6月5日，由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主办的“2021年华中地区高校

法学青年研习会”聚焦“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百年法治征程”在武

汉举行。

  6月12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学术研讨会暨首届党

内法规西部论坛在渝召开。

  7月10日，北京大学法学院前往西柏坡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与

在冀校友一起，参观了西柏坡纪念馆和中共中央旧址。

  11月6日，教育部高校法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中国法学

会法学教育研究会会员大会暨2021年年会“中国共产党百年与中

国法学教育”论坛在厦门召开。

各法学院校多措并举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2月，CCTV《法律讲堂》栏目播出文史版春节系列节目《年话

民法典》，多所法学院校教授担任主讲嘉宾。

  2月18日，牛年新春节后第一天，西南政法大学民法典宣讲团

成员驱车来到重庆市梁平区聚宝村，为村民送去《民法典与百姓

生活100问》和青少年民法典教育丛书。

  5月28日，恰逢我国民法典通过一周年纪念日，中国人民大学

举办首届民法典高峰论坛。

  6月，由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黄美玲翻译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典》（意大利语版）在意大利出版，这是民法典的首个意大

利语版本。

  7月10日，由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和西南政法大学联合

主办的“民法典时代的中国民法学教学改革与发展暨民法学课程

思政建设”研讨会在渝举行。

  7月29日，中宣部在京召开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表彰会，由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利明领衔编写的《中国民法典释评（十卷

本）》荣获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

民法典颁布一周年法学院校深入开展民法典普法研究工作

  2月4日，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司法部律师工作

局联合就实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涉外律师）研究生培养项目下

发通知，决定选取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部分高校实施法律

硕士专业学位（涉外律师）研究生培养项目。10月，各高校首届法

律硕士专业学位（涉外律师）研究生陆续入学。

  5月19日，西南政法大学和四川外国语大学就联合培养“一带

一路”涉外法治人才在四川外国语大学签署联合办学协议。

  6月，法学教育创新联盟涉外法治人才培养高端论坛在天津

大学法学院举行，达成《法学教育创新联盟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天

津共识》。

  9月5日，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涉外法治人才联合

学士学位班开班。

法学院校创新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体系模式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法治日报》推出“奋斗百年

路 启航新征程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系列特刊，6月30

日，刊发报道《从一张白纸到门类齐全的社会主义法学学科发展

历程》，特别采访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马怀德、西南政法大学校长付

子堂、华东政法大学党委书记郭为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党委书

记栾永玉、西北政法大学校长杨宗科，通过他们讲述原司法部所

属五所法科大学红色基因传承、法治人才培养、多学科建设的发

展历程，全面展示中国社会主义法学学科从一元到多元、从西方

到本土、从一张白纸到门类齐全，与国家法治同命运、与祖国发展

同步伐的辉煌成就。

  8月3日，中国政法大学与青海省人民政府在西宁签署共建“法治青

海”战略合作框架协议。6月、9月，华东政法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先后与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校院双方

共同为“法学研究与实践基地暨法院系统高层次人才进修基地”揭

牌，标志着新疆法院共建法律人才培养机制的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

  11月8日，中国政法大学与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政府为进一步

加强法治交流合作，推动创新发展，共同签署《通州区人民政府与

中国政法大学战略合作协议》。

法学院积极开展校地合作助推地方法治建设

  9月29日，《〈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6-2020年）〉实施情况

评估报告》发布。报告说，《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6-2020年）》

得到全面实施，168项目标和任务全部完成，其中很多指标和

任务提前或超额完成。这是中国制定的第三期以人权为主题

的国家规划，受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联席会议机制委托，中国

人权研究会、西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对行动计划的实施情

况开展评估。

  1 2 月，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

于 尊 重 和 保 障 人 权 论 述 摘 编》一 书 ，由 中 央 文 献 出 版 社

出版。

《〈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6-2020年）〉实施情况评估报告》发布

  6月1 6日，中国政法大学主办的首届“数据法治高峰论

坛”暨“中国政法大学数据法治研究院”“数据法治学科创新

引智基地（111计划）”“智慧法治联合实验室”揭牌仪式在北

京举行。中国政法大学党委书记胡明在讲话中指出，创设数

据法学是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具体举措，将以解决我国数

字时代法治建设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己任，并积极参与

全 球 数 据 治 理 ，增 强 我 国 在 数 据 治 理 领 域 的 话 语 权 和 影

响力。

“中国政法大学数据法治研究院”“数据法治学科创新引智基地（111计划）”

“智慧法治联合实验室”揭牌

全国政法院校“立格联盟”第十一届高峰论坛在西北政法大学举行

  7月16日，由西北政法大学承办的全国政法院校“立格联

盟”第十一届高峰论坛在陕西西安举行。本次论坛以“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

引领，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政法院校改革发展，提高法

治人才培养质量”为主题，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

一”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法治思想“三进”、涉外法治人才培

养、新法学建设、政法院校高质量发展等内容进行了深入研

讨，取得了丰硕成果。

《法治日报》刊发《从一张白纸到门类齐全的社会主义法学学科发展历程》

梳理新中国七十余年法学教育发展历程

世说新语

（赵珊珊 供稿）

  《小康》2022年第1期封面文章《五万亿银发市场》中写道：

只有让老年人拥有更幸福的晚年，后来人才会拥有更可期的

未来。大力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民生福祉，为亿万老年

人创造美好的晚年生活，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

题中应有之义。人口老龄化是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是人类文

明进步的重要体现，也是我国今后较长一个时期的基本国情。

它将对我国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产生全方位的深远影响。形

成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经济增长新动能，发挥银发经济作用，

已成为重要课题。

  无论是构建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还是实施积极应对人

口老龄化国家战略，银发经济都是其中重要一环。中国社科院

给出的预测是到2030年我国养老产业达到13万亿元。

  不过，在准确把握银发经济发展机遇的同时，我们也要对

面临的挑战有着清醒的认识。银发市场巨大潜力如何开启，养

老金融“名不副实”的窘境如何打破，数字鸿沟如何跨越，鱼龙

混杂乱象丛生的市场如何监管，老年消费者的权益如何维

护……一系列问题仍待解决。

徐志摩的诗句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

  《南方人物周刊》第696期封面文章《徐志摩 亲吻火焰》中

写道：2021年是徐志摩逝世90周年。诗人之外，徐志摩的散文

家、评论家、文化活动家、中西文化交流者等多重身份不被大

多数人所认识。原因是他的一些诗句跨越不同的时代和阶层，

在无数人的口耳中流传，吸引了人们对他的大部分注意力。

  徐志摩的诗背后深远的浪漫主义传统，以及诗人身上丰

富而纯粹的浪漫主义精神，不仅让今人感到陌生，也为他同时

代的人所惊叹。如果只读徐志摩那几首传颂最多的诗，而不进

入他所处的历史，了解他在创作、生活和社会活动中对爱、自

由与美的极致尊崇与践行，就无法理解他短暂的一生为何能

迸发出如此巨大的生命能量。

  徐志摩的学生、作家梁遇春曾回忆在上海的一个场景，一

天晚上，徐志摩拿着一根纸烟向朋友点燃的纸烟取火，说道：

“Kissing the fire。”“人世的经验好比是一团火，许多人都是敬

鬼神而远之，隔江观火，拿出冷酷的心境去估量一切，不敢投

身到轰轰烈烈的火焰里去……他却肯亲自吻着这团生龙活虎

般的烈火。”也许，对徐志摩的认识之所以存在熟悉和陌生的

错位，除了对其浪漫主义精神的庸俗化理解，更多地源自对烈

火的回避。这不是一个文学史神话，而是一个人，以其对“单纯

信仰”的毕生追求，去展示人在短暂一生中，如何迎接生活中

的火焰，甚或成为一团烈火。

  《瞭望东方周刊》2021年第23期封面文章《写字楼回温》中

写道：2021年迈入第四季度，写字楼市场终于有了起色。综合

多方数据来看，我国写字楼市场需求于2021年第三季度开始

恢复，一线城市和重点二线城市写字楼空置率逐步降低、租金

企稳，净吸纳量也有所提升，反映出中国经济总体保持恢复态

势，在总体“稳”的基础上继续向高质量“进”。

  写字楼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建筑概念——— 经济学家将其视

为城市经济的晴雨表，人类学家将其视为现代商业文明的具

象，作家和编剧则将其视为都市故事的发生地。鳞次栉比的楼

宇世界，是城市化和现代化的一种象征物，也是城市商业活动

的命运场。

  我国写字楼市场从诞生、起步到快速发展，见证的是改革

开放的浪潮和城市转型的脉动：当城市中第三产业占比逐渐

上升，写字楼已是城市标配，作为“垂直印钞机”，释放着楼宇

经济的巨大效能。

  随着供应量增加，写字楼高空置率开始浮现。2019年年底

疫情发生后，全球写字楼市场普遍遇冷，我国一二线城市写字

楼空置率上升、租金降低，这不仅挑动着行业神经，也让城市

不得不思考：写字楼与城市产业该如何互动？一座城市到底需

要多少写字楼？

写字楼释放着楼宇经济的巨大效能

2030年我国养老产业达到13万亿元

2021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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