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站在乐东民族歌舞团的排练厅外，竹竿相击的清脆声响与快板
的节奏交织成独特的韵律，演员们正在为即将到来的“三月三”紧锣
密鼓地排练着。

“过去我们用黎歌传唱祖先训诫，现在用黎歌唱响法治知识，是
传承更是创新。”来自乐东民族歌舞团的杨子嘉既是节目的表演者，
也参与了节目的创作过程。她告诉记者，这些法治节目已经成了歌
舞团的“保留节目”，每次下乡演出都要唱、都要演，群众的反馈都非
常好。

“我们长期表演下来，歌词记得滚瓜烂熟，自己都快成‘法律明
白人’了。”杨子嘉笑着说。目前，歌舞团正与司法局紧密合作，不断
更新普法节目单，推出更多融合民族特色的普法作品，让法治之风
吹遍黎乡。

据介绍，乐东近三年先后开展“民歌唱宪法”“相聚‘三月三’共
唱法治歌”、禁毒山歌会、法治文艺晚会下乡等普法活动500余场，
惠及群众超10万人次。

面对新媒体传播趋势，乐东司法局构建起“线上+线下”立体普
法网络：线下举办“文化进万家”文艺下乡汇演，惠及群众6000余
人，线上同步开启网络直播，吸引近万人次观看；制作山歌《法治宣
传到我家》、微电影《寻猪记》、小品《家事调解故事》等一批法治文艺
优秀作品，通过微信、抖音等平台精准推送，进一步丰富了基层群众
法治文化生活。

“在大大的农田里面挖呀挖呀挖，种多元调解的种子开和谐的
花……”2024年，乐东司法局改编的网络神曲《挖呀挖呀挖-司法行
政版》火爆出圈。视频中，司法行政工作者以轻松活泼的形式展示
调解纠纷、法律援助等工作场景，单条视频播放量达到1.8万次。

“法治护航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民族文化也在助力法治的
传播与弘扬。当黎歌唱起、竹竿舞跳起、剪纸贴起、花灯亮起时，黎
乡群众生活的各个场景都积极搭起普法的舞台，让各个民族节日都
成为我们的普法讲堂，让法律知识入脑入心。”葛子龙说。

多年耕耘，乐东司法局在普法领域的创新探索正在结出硕果。
近日，乐东司法局报送的《突出“乐享法治”品牌创建 推动普法宣传
进生活》成功入选2024年全国网络法治宣传优秀案例，成为海南省
唯一入选案例。

乐东司法局下一步将持续深化“乐享法治”普法品牌建设，不断
挖掘融入本地特色元素，打造更多具有民族地域特色的普法IP。同
时积极深入运用短视频的广泛传播力、微信的精准推送力、微电影
的生动叙事力等多样化的新媒体普法方式，巩固新媒体普法矩阵，
增强普法工作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从而进一步拓宽普法渠道，扩大
全民普法依法治理的参与度和社会影响力，推动尊法学法守法用法
氛围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秦源 陈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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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看到这样的节目，没想到民法典
知识还可以和竹竿舞结合，很惊喜。”近日，在
乐东黎族自治县的一场文化下乡活动中，观众
王先生意犹未尽地说。

民法典和竹竿舞？如果不是亲眼看到，你
可能很难想象这两个看上去八竿子打不着的
词语，会发生什么样的奇妙联结。其实，在乐
东，黎歌可以普法，竹竿舞可以普法，剪纸和花
灯也能用来普法……

近年来，乐东黎族自治县司法局不断探索
创新，以“乐享法治”品牌为抓手，精心架构顶
层设计，借助网络宣传阵地建设，通过线上推
广和线下活动相结合的方式，全力推动法治文
化与民族文化深度融合，打造民族自治地区特
色普法品牌，让黎乡百姓通过参与多彩活动
学法，真正实现“乐享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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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权合同咋规定，还请乡亲听我说；农村土地经
营权，三权分置促发展；住宅新增居住权，弱势群体可
安居……”一群身着黎族传统服饰的村民踏着竹竿舞
欢快的节拍，在快速开合的竹竿间轻盈地跳跃，用朗朗
上口的歌词唱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关于婚姻
家庭、土地经营权、居住权等内容。

这场名为《与“竹”共舞，“法”润民心》的歌舞节目，
是乐东司法局近年来探索“民族文化+普法”创新模式
的缩影。

乐东司法局普法与依法治理室主任陈应影介绍，
自“八五”普法规划实施以来，乐东汇聚民族民间文化
资源，出台普法规划，制定《法治文化品牌建设实施方
案》，明确提出要推动法治文化与地方文化、民族文化、
行业文化等融合发展，通过将法治元素融入黎歌、竹竿
舞、剪纸、花灯等传统文化载体，形成了山歌普法、剪纸
普法等一批具有民族地域特色的普法IP，打造出具有
民族地域特色的“乐享法治”品牌。

黎族的男女老少都爱唱歌，乐东就把法治宣传融
入黎族山歌，打造黎歌普法，把法律知识“唱”给群众
听。

“我们组织了一批黎族民歌艺人，围绕《中华人民
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
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等与群众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创
作了十多部歌舞作品。”陈应影告诉记者，仅2024年，
民法典歌舞节目《与“竹”共舞，“法”润民心》就下乡演
出17场次，受到群众的一致好评。

为了让一些上了年纪的村民能听得懂，不少节目
还制作成了黎话版本，将法律知识用黎族山歌唱出来，
更接地气，也更能提升法治宣传的感染力和渗透力。

“还有村民跟着哼唱哩。”陈应影说。
在“中国民间剪纸艺术之乡”大安镇，乐东司法局

因地制宜开设了剪纸普法课堂。在宣讲法律知识的同
时，引导大安中心学校的孩子们将禁毒知识融入剪
纸。一张红纸折叠、一把剪刀裁剪，雕镂剔剪之间，一
幅精美的艺术剪纸就呈现在了手中。这种“手脑并用”
的沉浸式普法，不仅增加剪纸的创新性，更能让抽象的
法律变得更直观，使普法教育更为直观生动、深入人
心。

黎族山歌传唱千年，竹竿舞响彻乡间，剪纸艺术代
代相传——这些承载着民族记忆的文化形式，如今被
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

“我们的特色普法不是简单的元素拼接，而是选取
在乐东群众基础最为广泛的民族文化作为载体，联合
县民族歌舞团、非遗传承人等进行再创作、再加工，让
法律知识以更鲜活、更亲切的面貌走进群众生活。”乐
东司法局局长葛子龙说。

“活”起来

民族文化与法治宣传融合
打造“乐享法治”品牌

2月12日，元宵节当天，乐东黄流镇处处锣鼓喧天，灯车所
至，人潮如涌，一片火热景象。

农历正月十五、十六夜花灯游街闹元宵，是黄流一年一度的
节庆活动。乐东司法局把法治宣传融入花灯民俗，打造花灯普
法。崖州民歌传唱队精心编排节目，走村串巷进行传唱，将法治
文化与猜灯谜、开盲盒、投壶等民俗活动有机融合，为群众带来
一场既有“法味”又有“年味”的文化盛宴。

活动现场，一盏盏红灯笼高高挂起，悬挂在下方的灯谜卡片
在微风中轻轻摇曳。与传统灯谜不同，这些灯谜的谜底皆与法
律知识紧密相连，涵盖了未成年人保护、民法典、打击私彩、耕地
保护等多个重要领域。

“未成年人权益受保护，打一法律名词”“耕地红线不能碰，
打一政策名词”……这些巧妙设计的灯谜既有趣味性，又蕴含丰
富的法律知识，吸引着男女老少驻足思考。

几位年轻人正围在一起讨论着：“私彩害人不浅，打一法律
术语。我觉得可能是‘违法犯罪’，毕竟私彩肯定是违法的嘛。”
其中一个扎着马尾辫的姑娘摇了摇头，思索片刻后说：“我觉得

‘非法经营’更合适，私彩属于非法的经营行为，害人不浅，和谜
面更契合。”大家听了，纷纷点头表示赞同。

在一旁的工作人员笑着为猜对的群众送上小礼品，并耐心
地解答疑问，讲解相关法律知识。一位小朋友拿着奖品，兴奋地
拉着妈妈的手说：“妈妈，原来猜灯谜还能学到这么多法律知识，
太有意思啦！”

“民族节日是群众参与度最高的文化场景，我们抓住这一契
机，让普法宣传与民俗活动同频共振。”陈应影说，群众集中在哪
里，哪里就是普法阵地，“三月三”更是普法的重头戏。

“三月三”自古以来是海南黎族苗族民间悼念祖先、庆贺新
生、追求爱情、赞美生活和歌颂英雄的传统佳节。这一天既是黎
族男女青年欢聚的传统佳节，又是大家开展文娱体育活动的盛
会。

乐东司法局把法治宣传融入民族节日，打造“三月三”普法，
积极开展“法治三月三”宣传，编排“普法山歌都来唱”、民法典竹
竿舞、黎锦织“法”等文化节目，下乡演出100余场，用“唱法”“绣
法”的方式，推动传统文化与法治文化深度融合。

“火”起来

庆祝活动现场变身“流动普法课堂”

“潮”起来

不断更新“节目单”，构建立体普法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