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2021 年四川省公务员录用考试《申论》真题 

（省市卷-考生回忆版） 

 

 

 

 

重要提示： 

为维护您的个人权益，确保公务员考试的公平公正，请您协助我们监督考

试实施工作。 

本场考试规定：监考人员要向本考场全体考生展示题本密封情况，并邀请

2 名考生代表验封签字后，方能开启试卷袋。如果您发现本考场监考人员存在

违规启用试卷袋的情况，请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人事考试中心举报。 

 

 

 

 



 

注意事项 

1.本题本由给定资料与作答要求两部分构成。考试时限为 150分钟。 

2.请在题本、答题卡指定位置上用黑色字迹的钢笔或签字笔填写自己的姓名和准考证

号，并用 2B铅笔在准考证号对应的数字上填涂。 

3.请用黑色字迹的钢笔或签字笔在答题卡上指定的区域内作答，超出答题区的作答无

效！ 

4.待监考人员宣布考试开始时，应试者才可以开始答题。 

5.所有题目一律使用现代汉语，未按要求作答的，不得分。 

6.监考人员宣布考试结束时，应试者应立即停止作答，将题本、答题卡、草稿纸翻过

来留在桌上，待监考人员确认数量无误、允许离开后，方可离开。 

严禁折叠答题卡！ 

 

 

 

 

※※※※※※※※※※※※※※※※※※※※※※※※※※※※ 

※      停！请不要往下翻！听候监考老师的指令。        ※ 

※      否则，会影响你的成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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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定资料 

资料 1 

近年来，长茂村围绕破解人、财、地三个难题，积极推进一系列要素联动改革，逐步从

一个发展落后的农业村蝶变为远近闻名的“明星村”。 

以前的长茂村是一个传统的农业村，农作物一年两季，一季烤烟，一季稻谷，粗放式耕

种方式抗风险能力弱、市场竞争力不强。“—旦遇上了台风，基本就是颗粒无收。”长茂村

党支部书记刘振华说，“我们村地处世界长寿之乡，土壤富含‘长寿元素’硒，空气与水质

好、温差大，但为何农业却成为‘跛脚’产业？”曾十余次到此走访的农业大学王教授直言，

欠发达地区的资源禀赋优势本来就不明显，若是以分散的土地、少量的资金延续传统农业生

产形态，收益自然一般。 

32 岁的黄波是长茂村的致富能手。去年上半年，他一口气向村里的股份合作经济联合

社租下 40亩地发展木耳种植，“这 40亩地，涉及几十户人家，我现在不用一一去谈，只要

找村里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就行，省去大量沟通成本。”去年以来，为解决承包地分散化、

碎片化和低效使用等问题，长茂村建立村级土地合作社。“农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以求将

分散在每家每户的耕地经营权‘化零为整’，实现股权到人、股份合作、集体运营。”刘振

华介绍，“村级土地合作社以合适的价格集约土地，并将集约后的土地以竞价方式承租出去。

对于土地租金增值部分，土地合作社进行二次分配。50%返还给土地出租农户，50%归作集体，

用于村里产业发展、关爱老人等公益事业。” 

黑木耳产业园是长茂村近些年发展“一村一品”特色产业的缩影。该产业园由长茂村利

用集体经济扶持资金与产业帮扶资金投资兴建，总投资约 500 万元，占地约 10 亩，实行生

产、加工、销售一体化经营。记者在黑木耳产业园看到，几十个村民忙着栽培菌种，制作菌

棒、养菌、柳琴就是其中一位。“在这上班，一个月有 4000元左右的工资，也能照顾家里。”

她笑言。据了解，在前期土地流转基础上，长茂村利用村集体经济建设厂房和种植基地，然

后每年以 20 万元价格租赁给企业，探索“党支部+公司+基地+专业合作社+农户”形式，联

手组建产业化联合体。同时，村党支部组织农户成立产业合作社，发展专业化生产，形成生

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综合合作模式，有效解决农户传统种植模式风险大、竞争力较

弱的问题，为村民提供内有技术、外有销路的产业链服务。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农村发展产业有资金需求，但金融机构有规避风险的责任，

“钱从哪儿来，怎么才能用好”的问题愈发突出。为此，长茂村按照因地制宜、人社自愿的

原则，探索成立长茂村资金互助社，并设立村级互助基金。“互助基金的资金来源为村民自

筹、财政支持和社会捐赠三部分，我们实际筹款 103万元。”刘振华说。之后，在互助基金

中设置 100万不动本基金，用于村集体、农业合作社及村民在银行担保贷款，担保贷款总额

度为 300万元。不动本基金的利息，一部分归村集体，一部分返还给资金互助社社员。“基

金担保+村集体审核+银行授信”合作方式，为长茂村带来多渠道、多方式的融资服务，有助

于满足农户短期种养、技术设备购买与更新、产业投资等方面的资金需求，也为长茂村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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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经济联合社开展项目投资提供资金支持。 

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如何释放沉淀资源、推动产业兴旺，是不少乡村遇到的现实难题。

在王教授看来，只要思路和方法得当，就能找到适合本地的致富之路，就像把米、红豆、红

枣等熬制成八宝粥，能得到更多附加值。长茂村走的正是这样一条路。 

 

资料 2 

“孩子们的未来无限啊。”孤贫儿童志愿者服务团团长老许从筹备建立孤贫儿童服务团

时，就经常念叨这句话。老许从 2002 年开始就捐资助学、助贫、助残，十几年来捐款捐物

已逾千万。2017 年，一个患有自闭症的男孩改变了他的想法。因为从小失去父母，男孩一

直跟着爷爷奶奶生活，虽然吃穿不愁，但爷爷奶奶外出劳作时，只能将他锁在家里，不让他

出门，也不跟村里人来往，更别谈上学。这名 6岁的小男孩，已经不能与人正常交流。那时，

老许意识到，捐款捐物式的帮扶并不一定能解决多数孤贫儿童的问题，他们也许更需要长期

的关爱、陪伴和正确的引导。 

在政府有关部门支持下，经过近两年的筹备，A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简称“关工

委”）孤贫儿童志愿者服务团于 2018年 3月成立。两年多来，服务团志愿者已达 8000 余名，

他们中既有公务员、教育工作者、医护人员、以及“五老”（老干部、老战士、老专家、老

教师、老模范）人员，也有企业老板、个体经营者等人员。服务团构建起了覆盖 A 市 11个

县区、150个镇街的三级帮扶志愿服务网络。服务团的志愿者配合当地民政、公安、妇联等

部门组织的摸排调查工作，走遍了 A 市 9000 余个村庄，走访 9 万余人次，对全市 0 至 15

岁的孤儿、事实孤儿、特困儿童、单亲父母无劳动能力和父母残疾无经济来源家庭儿童等进

行全面摸排，共摸排出 5231 名符合帮扶条件的孩子。通过调查梳理发现：80%的孤贫儿童自

卑、自闭、不自信，其中又有 5%的因抑郁而产生自杀倾向；另有 3%的孤贫儿童性格逆反、

有暴力倾向；还有 2%的孤贫儿童经常遭遇家庭暴力。 

A 市某县有 2名孤贫儿童，姐姐小玲，11岁；妹妹小洁，9岁。小洁出生后父母相继过

世。奶奶、姑姑便承担起了监护职责，但她们对孩子的安全过于在意，很少让她们外出。孩

子们性格内向，不愿与人交流。对接她们的志愿者熊涛了解到，长期处于这样的环境，对孩

子的成长非常不利，除了辅导学习、捐赠书籍，还必须让孩子走出家庭，开阔视野，启发心

智。于是，他多次找机会带这两个孩子参加各类活动。去年国庆假期，熊涛带小玲、小洁参

加了“航空航天科普展”，让她们与 1200名孤贫儿童一起，观看卫星返回舱模型、体验 VR

时空穿梭，向科学家提问题，无所顾忌地玩、聚精会神地学。寒假时，小玲、小洁与全县孤

贫儿童一起，走进革命旧址、观看红色展馆，在孟良崮、大青山、红嫂故里，接受爱党、爱

国、爱家乡的教育。经过这些活动，这两个孩子结识了许多新朋友，性格也开朗了，回到学

校还主动向同学介绍“红嫂”的故事。 

帮扶问题儿童也是孤贫儿童志愿者服务团的重要任务。很多孩子因为家庭的原因，养成

了逃学、撒谎等坏习惯。为了帮助孩子改掉这些毛病，志愿者郑得全费了不少心思。现在，

他的家已经变成了一个特殊教育基地。阳光充足的大客厅，中间有两张长长的课桌，多排书

架靠墙而立，卧室放置了架子床。这里，常年住着 10 多个“问题儿童”。“他们各有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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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有的是小偷小摸，有的是重度网瘾，而且基本上不太识字。”郑得全说，他就是要通

过自己的言传身教和关心关爱影响他们、改变他们。 

15 岁的阿木在父母去世后常年到处游荡。他刚到郑得全家时，一天能往外跑五六趟，

每一次，郑得全和妻子都要把他找回来，耐心细致地和他谈心。一个下大雨的晚上，阿木又

不见了，郑得全一直找到凌晨 3点，最后才在自家一楼的楼道里发现了他。当时，郑得全就

对阿木说了一句话：“回来了，饿了吧，快吃点东西吧。”从此，阿木再也没跑过。阿木每

天认真识字、读书，还成了家里的大厨。“明年，郑叔就把我送到技校学汽修，毕业后我就

开家修理厂，好好挣钱。”阿木说，“等我长大有了孩子，就让郑叔和婶子来教育孩子。” 

自成立以来，孤贫儿童志愿者服务团先后帮扶了 150多名问题儿童。在帮扶时，志愿者

主动协调一些学校接收他们，特别是没有人看管的孩子。此外，他们还协调公安、教育、医

疗等部门，为孤贫儿童办户籍、办学籍、做视力矫正，购买意外伤害保险等。迄今为止，共

帮助 200多名孩子落上了户口。目前，志愿者已与 4000 多名孤贫儿童实现了“一对—”结

对，组建了“临时家庭”，对每个孩子实行长期帮扶引导。老许说：“今后，我们将探索更

多的工作方法，撬动更多的资源，加大帮扶力度，惠及更多儿童。” 

 

资料 3 

77 岁的彝族老阿妈克迟莫，乘坐 5619次列车从下普雄前往上普雄走访亲戚。阿妈很爱

笑，也很健谈，因为牙齿几乎掉光，她笑着的时候总是害羞地抿着双唇。她说：“1968 年，

25岁从上普雄嫁到了下普雄，走了一天多的山路，才到夫家。两年后的 1970年，‘小慢车’

开了，40 多分钟就可以回娘家。”尽管最近几年山里的大多数村子都修了公路，但是大凉

山区经常出现落石、滑坡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阻断公路，冬季也经常封路。对于大凉山深

处的彝族老乡们来说，“小慢车”还是最安全、时间最有保障的出行方式，很多时候也是唯

一的出行方式。“即使某些区段因为各种原因无法通行，我们也会保障其他区段的运行。”

乘务员阿呷说。 

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小慢车”早已彻底融入当地人的日常生活。作为孩子们的校车，

当地人的赶集车、公交车、婚车……这趟列车也在用“润物无声”的方式支持着大凉山区的

脱贫攻坚。即使是普通话不流利的彝族老乡，也会在听到“小慢车”三个字时，第一时间吐

出一个“好”字。 

2020年是成昆铁路通车 50周年，作为服务民族地区、助推地方经济、巩固国防建设的

钢铁大动脉，成昆铁路串起了沿线群众的幸福生活。5619/20次和 5633/4次两对公益性“小

慢车”与成昆线同龄，在悠长岁月里传承“铸道精神”，穿行于大凉山腹地，最长运行里程

353 公里，停靠 26 个车站，自 1995 年以来票价从未变过，最高 25.5 元，最低 2 元。5619

次、5633 次“小慢车”串联起彝族老乡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一张张朴实无华的笑脸，让

小慢车充满了阳光和温度。 

3 月开始，正是大凉山采收蕨菜、青岗藤、蒲公英、党参等土特产的季节。5633 次尼波

站开车后各车厢大件行李处都堆满了农产品。有的时候，这些土特产在“小慢车”上就完成

了交易，老乡们在车厢里拿出称杆子，当场称重交易，省时又省力，在到达终点前就已经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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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上的土特产出售一空。阿莫此次乘车目的是收购蕨菜，他的随身物品很简单，一个皮质挎

包、一杆秤。他穿梭在车厢里，不断寻找心仪之物，终于在 8号车厢的大件行李处找到了几

大包新鲜水嫩的蕨菜，在与货主沟通后，阿莫拿出称杆子，一袋一袋的称了起来，这一趟阿

莫收购了 300 多斤蕨菜。与阿莫同村的阿西，选择了“火车+电商”的新路，不再依靠坐火

车运输货物赚钱了。他开办猪场，制作凉山猪腊肉，在电商平台销售，然后用火车把腊肉运

到县城去发快递。今年春节，他的几千斤腊肉几乎销售一空，挣了几万块钱。 

为了供阿树上学，父母通过“小慢车”销售家里种植的烤烟、土豆、玉米，他们最大的

心愿就是阿树能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2017 年，铁路部门履行扶贫承诺来到学校招工，阿

树与另外 5名彝族同学脱颖而出，成为“小慢车”的乘务员，得知儿子能够在“铁路部门”

上班的消息，一家人都高兴坏了，妈妈说，这下阿树既找到了稳定的工作，又缓解了家里的

经济压力。从乘客变为铁路人，“小慢车”一直温暖着这位青年的心。 

近年来，“小慢车”列车党支部围绕精神文明建设和精准扶贫，积极促进民族团结进步，

不断优化“彝乡情”服务内涵，完善便民利民措施，将民俗风情与列车服务举措结合，设计

制作了带有彝族文化元素的揭示揭挂，列车方向牌和车内引导标识都标注了彝汉双语。同时，

班组服务小分队坚持到车厢、到座位进行安全服务和文明乘车宣传，一并提供针线包、胶带、

捆扎绳等便民物品，车内乘务员“彝语”“汉语”双语言上岗，列车广播增加了彝汉双语播

报服务。为了方便日常彝族老乡运输家禽、牲口，“小慢车”贴心地在行李车厢增设了牲畜

拴挂处，每趟车进行消毒，实现了牲畜与旅客分开，让车厢环境更卫生、整洁。 

为了让彝族老乡能把所有东西搬上车，有的车站还会提前开放站台，让老乡先把货物堆

在车门前，有时这趟列车的开车时间会推迟几分钟。“我们这种车时间弹性大，不像高铁，

都是按秒计算的。”列车员称，“和多数人熟悉的先买票再上火车的流程略有不同，‘小慢

车’一路停靠的大多数车站都只能被称为乘降站，也就是可以上下车但不具有售票资格的车

站，乘客从乘降站上车后再在车上补票。” 

在阿呷看来，教育是阻断贫困的最重要的途径。现在更多彝族孩子能够走进教室，更多

年轻人能够走出大山到外面学习、务工，这些都是让当地更快发展的希望。教育进步带来的

最直接的变化就是在列车上随地吐痰、乱扔果皮、在车厢里抽烟的人少了，即使有，列车员

的劝告也会被听进去。“以前打扫车厢卫生都是用铁铲的，甘蔗上市的时候，地上全是甘蔗

渣滓，黏脚。”阿霞已在 5633/4次列车上工作了 20多年。“工作的时候，其实就像在串亲

戚，讲讲自家的喜事和烦心事，更能看到家乡正走在乡村振兴的路上。”她说，她喜欢在列

车上的工作和生活。这是一辆开往春天的列车，为乡亲们带来了温暖和希望。 

 

资料 4 

青茂古镇有王陶然剪不断的情愫，她的童年就是在那里度过的。那时，她外公是镇里有

名的陶匠，外婆则是造纸高手。外公外婆还经常教她做陶，造纸。 

长大后，王陶然一直在外打拼，虽然事业发展得不惜，但在青茂度过的童年，却成了她

挥之不去的记忆。于是，她产生了回青茂发展的念头。“那么，回青茂，我应该做点什么呢？”

王陶然反复问自己。好在王陶然有基础，加上她寻访到熟悉古法造纸传统技艺的老艺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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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传统技艺很快就在青茂古镇复活了。2016 年 8 月，王陶然的“青茂人家”作坊在青茂古

镇正式开张，她以古法造纸创新体验和相关产品生产销售为主，致力传承青茂独具特色却濒

临失传的构树皮造纸手工技艺。 

可是，复活容易，活好难。如何添加新元素，让这项古老的传统技艺焕发出生机活力？

于是，她去拜访一位有名的书画家，请他当“青茂人家”的顾问。依照他的指点，王陶然按

创作山水画的布局，将南瓜叶剪成荷叶，玉米叶剪成月亮，压到纸上去，再淋上一层纸浆，

一幅“小荷残月”便做成了。刚做出时，还是挺好看的，能看出南瓜叶和玉米叶。王陶然欣

喜不已。可纸上的水干了后，就变成了只是有纹理的纸。正当王陶然心情沮丧的时候，她突

然发现，纸上的“小荷残月”在灯光的照射下，散发出植物特有的光泽，整张纸也多了艺术

的质感。 

受此启发，王陶然又请了当地几位书画家进行创作。她还去省外参观学习并买下比较好

的作品，回来不断地进行技术改良，经过努力，“青茂人家”创作出来的作品更加精致、更

有艺术感。王陶然还不满足，又带着作品四处参展，既展示自己的东西，又学习外面的经验。

在学习中，王陶然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要做到出类拔萃，创作上一定要有新意。有一次，她

发现一位刚从国画专业毕业大学生的作品很有创意，就邀请他参与创作，小伙子爽快地答应

了，不久就创作出一幅作品，效果出奇的好。在一次展览中，顾客争相购买，甚至出价到上

万元，但王陶然没有卖，她觉得这样的作品应该留下去感染更多的人，让他们体会古法造纸

创新的无穷魅力。 

接下来，小伙子又把梵高的《星空》等世界名画搬到了王陶然的纸上。可“青茂人家”

的其他顾问觉得，不能只是机械地临摹，要把梵高的星空，变成青茂的星空，星空下面必须

是青茂的大地、是青茂的山川河流、稻田民居……修改之后，大家再次品味。初一看，是梵

高的画，但仔细一瞧，是青茂的风景。大家都拍案叫好。此时的纸，还是一张纸；此时的纸，

不再是一张纸。此时的纸上，是青茂；此时的纸上，又不光是青茂。 

近几年，来青茂古镇的游客越来越多，王陶然又想着古法造纸技艺转化成青茂古镇的旅

游商品。一方面，游客喜欢这种真花真叶的古纸艺术，另一方面，也能更好地宣传和推广古

法造纸。她说：“古法造纸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通过创新让它与现代人更加紧密的联系

起来，让这个 1000多年以前的传统技艺焕发新的生命力。” 

经过 3 年多的努力，王陶然的“青茂人家”已从当年的个人作坊发展成拥有 10 多名员

工的文创公司，公司也已经从 2020 年开始盈利，同时还带动了一批青茂本地居民参与文创

产业。如今，王陶然正在把青茂的传统特色文化，通过多种方式传递出去。目前，古镇相关

部门正在帮助“青茂人家”规划建设原料基地、生产区和体验区。王陶然还计划发挥之前的

外学的酿酒技术、打造“青茂酒业”带动更多家乡群众就近就地就业。一张纸，为青茂带来

了很多很多…… 

作答要求 

（一）根据“给定资料 1”，请你谈谈长茂村由发展落后的农业村蝶变为远近闻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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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村”的原因。（10分） 

要求：全面、准确、有条理。不超过 150字。 

 

（二）省里准备召开孤贫儿童帮扶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假如你将代表 A市在座谈会上

发言，请根据“给定资料 2”拟写一份座谈会上的发言提纲。（20分） 

要求：内容全面、逻辑清晰、条理清楚。不超过 300字。 

 

（三）请结合“给定资料 3”，根据你对划线句子“这是一辆开往春天的列车，为乡亲

们带来了温暖和希望”的理解，撰写一篇短评。（30分） 

要求：观点鲜明、简明扼要、语言生动。不超过 400字。 

 

（四）“给定资料 4”中提到“复活容易，活好难”。请你深入思考这句话，结合“给

定资料 1-4”，联系实际，自选角度，自拟题目，写一篇议论文。（40分） 

要求：（1）观点正确，见解深刻；（2）思路清晰，结构完整；（3）语言流畅，书写工整；

（4）字数 800-1000字。 

 

 

 

 

 

 

 

 

查看答案及解析 

 

第一步                        第二步 

下载星光公考 APP 

 

 

登录“星光公考 APP”→

首页→申论批改→选择对

应试卷→编辑答案，提交

即可查看答案及视频解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