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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群众由于法治意识淡薄，在解决纠纷时，易冲动行事，致
使问题复杂化。为此，要杜绝“讲蛮不讲法”的陋习，需从“法”
字入手，增强法治观念尤为重要。

“关键少数”引领全社会学法。增强群众法治意识是个系统
工程，要抓住党员干部、致富带头人等“关键少数”，将其培养成
“法律明白人”，并充分发挥其骨干带头作用，带领群众一起尊法、
学法、守法、用法，引导群众树立遇事找法的意识，让群众明白“有
理不在声高”，法治社会化解矛盾用法最靠谱。

“因人施策”深化全方位普法。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法律服务
需求，开展普法教育的方式要因人而异。在村（社区）“两委”班
子成员中，要着力培养“法律明白人”，提高其依法办事意识和依
法治理能力。对家庭而言，要培养“学法用法示范户”，让群众学
有标杆、做有参照，进而影响身边人。

“违法必究”教育全社会守法。前车之鉴，后车之师。杜绝“讲
蛮不讲法”陋习，就要加大对违法行为的惩戒力度，并以此为反面
教材教育群众，让群众牢记遇事“讲蛮不讲法”要付出代价，使更
多人在遇事冲动时多思考由此可能造成的后果，从而营造遇事找法、
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氛围。

楚雄州大姚县任茂松：要在广
大群众中持续深入广泛开展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系列活动，教育
广大群众以宽容之心对事、以包容
之心对人，以道德春雨滋润心田、
浇灌法治荒漠，共同营造健康和谐、
温馨友爱的人际关系，为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作出应有贡献。

    
 红河州开远市李田月：普法要

做到“勿以孩小而不授，勿以人老
而不教”。社区、学校以及家庭应
重视孩子和老人的法治教育。如果
孩子从小养成“按闹分配”的习惯，

长大后就难以树立法治意识。同样，
有的老人习惯按自己的行为准则行
事，违反法律而不自知。因此，孩
子和老人的普法教育不容忽略。

    
曲靖市宣威市秦柯棋：当前一

些基层的普法教育，往往只是简单
地悬挂标语、发放法律法规选编资
料等，方式方法较为单一，加之宣
传不到位，群众不懂诉讼程序，致
使遇事时找不到用法“突破口”。
因此，要加强基层司法体系建设，
增加公益性法律援助，不能只闻“法
声”却毫无实用可言。

由于多种原因，部分农村老人的养老问题日益凸显。有的子女因外出
谋生无法照顾年迈的父母，有的子女把父母托付给养老机构就不闻不问等
等。如何破解农村老人养老困境，让他们安度晚年？

下期话题：农村养老难如何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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