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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甘肃省公务员录用考试《申论》真题 

（乡镇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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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警小童的微信头像，很是特别。除了一张工作照，还留有姓名、联系电话、地址，并

配着一行双色标注的文字：“如果你需要办理户口、居住证，及调解家庭、邻里纠纷，请添

加此微信号进行咨询和预约办理。” 

小童是云沟派出所的一名社区民警，他的工作内容都浓缩到这张小小的头像里了。“再

以传统的思维方式工作，可就跟不上时代啦。现在大人小孩都会玩微信，辖区里越来越多的

大爷大妈玩得比我还好！我的工作方式和方法必须有所改变。”小童手机里存着近 8 千个居

民的手机号码，微信好友中有近 5千名居民，几乎覆盖了整个辖区。 

前不久，一位已经办理过居住证的居民，在微信上紧急呼叫小童。原来，他去车管所办

理轿车年审业务，但由于忘了居住证年审而无法正常完成业务办理，按照过去的做法，要来

回奔波 50 多公里。小童让他立即将居住证的正面通过微信拍照传回处理，只花了一分钟就

解决了问题。还有一次，一位现住国外的本社区居民，临时想开具无违法犯罪记录证明，但

是不知具体该怎么办，最终，在小童的微信指点下，这位居民顺利办理了事项。 

社区工作面广、事杂。一方面，群众临时有事或者出门在外，往往不知道如何联系上民

警；另一方面，由于人口流动性大，民警在进行人口、房屋、场所、行业等信息登记时，也

常联系不到人。怎样才能加强和居民的联系呢？“和群众一对一联系是最好的，虽然花的时

间多，但是更到位。”小童利用上门签订治安管理责任书的机会，与居民见面时互加微信、

留手机号，又“打入”小区所有微信群，凭借特点突出、颇具诚意的微信头像，一个个加为

好友。慢慢地，群众有事就直接通过微信联系他，小小的微信头像也成了一张群众信任的名

片。 

通过微信，小童还建立了多个跟工作有关的微信群。打开他的微信群，有社区治安群、

社区意见箱群，还有“党声群”等。小童说，“在‘党声群’中，我还可以将最新的党的方

针政策，以最快的方式传给社区群众”。小童还聚拢了治安群内的热心居民，发起组建“红

袖标”志愿者队伍，现在，这支队伍已经从最初的 46 人发展到了 270人。当谈到看微信群

会不会增加工作量时他认为:“从表面上看花费的时间是多了，实际上工作起来反而更快更

简捷”。有些问题，发生了再去处理，不如将问题直接杜绝在苗头状态。” 

“创新，为了更贴心；贴心，才能够创新”。说到自己的工作秘笈，小童笑言都在微信

头像里。基层警务人少事多，只有不断创新工作方式才能更好地为群众服务，而创新的动力

恰恰来自于解决群众生活中痛点、堵点的责任感。将满足群众需求作为服务的落脚点，才能

不断推陈出新，找到更准确、高效的服务路径，也才能贏得群众更多的满意回应。“我们都

是小童的粉丝，社区好了大家都好！”居民张大姐说。 

 

资料 2 

云雾缭绕、山高路远，十八洞村就在大山深处。作为偏远山区的一个苗族村落，十八洞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第 2 页 共 5 页 

村原本少人知晓，2013年 11 月 3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考察调研、访贫问苦，首次提

出精准扶贫战略思想，十八洞村由此声名远播。 

“再过多少年我也忘不了那一天！”石大娘回忆说，“那天下午，村里来了好多人，不一

会儿，一群人走到我家门前，走在前面的那位身材魁梧，面带微笑，问我这是不是你屋？我

讲是的。他问可不可以到屋里坐下子？我说可以可以，稀客稀客！”那时，石大娘真不知道

来她家的是习近平总书记。 

石大娘没有读过一天书，不认识一个字，嫁到十八洞村后，尽管一天到晚勤劳辛苦，但

由于自然条件差，穷乡僻壤，薄田寡地，一家人生活贫困。“我和老伴本来以为这辈子就这

样过下去了，也认命了。”石大娘说。习近平总书记的到来和精准扶贫政策的推进，彻底改

变了老人一家的命运。县扶贫工作队将她家列为精准扶贫对象，纳入了低保，送来了榉木苗、

梨树苗，帮着各种了 3亩。来参观的游客越来越多，工作队帮她在家开了个小商店，卖些饮

料、方便面、书籍和纪念品等。“现在的日子，过去做梦都不敢想！”石大娘顺手向火塘里续

了几块柴，火烧得更旺了。 

2016年，十八洞村人均纯收入由 2013年的 1686 元增加到 8313元，贫困发生率由 2013

年的 56.75%下降到 1.28%。2017 年，该村的当家产业猕猴桃挂果，全村人均收入首次突破

万元。石大娘家作为建档立卡贫困户，成了村里猕猴桃合作社的原始股东,2017年分红 2000

元,2018 年分红 2400 元。“我现在一年四季餐餐有肉吃，神仙过的日子也就是这样了！”石

大娘说。2019年，十八洞旅游公司正式营运，截至年底，游客超 60万人次，带动全村农家

乐、乡村民宿大发展，猕猴桃、黄桃、腊肉、蜂蜜、苗绣、山泉水等村里土特产品热销。2020

年，十八洞村溶洞景区将建设完成并对外开放，预计年游客量可达 100万人次。 

2019年国庆节前几天，石大娘和村里农民艺术团的 40多个姐妹到了北京，参加中央民

族歌舞团的一场大型文艺晚会，献上了苗族情景表演唱《十八洞的今天变了样》。在十八洞

村，像石大娘这样走出大山，到外面开眼界、见世面的村民越来越多。从城市回到家乡寻求

发展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他们在十八洞村开起了农家乐、当起了导游。这天，石大娘 22

岁的外孙女小龙正好在家，她已取得学前教育专业的大专文凭，正自考本科。“以后我要在

十八洞村开一家幼儿园，梦想总是要有的。”她自信而爽朗。 

“以前十八洞村是袋子空、家里空、寨子空、精神空。”县扶贫工作队的伍副队长说，

“现在，村民收入多了，年轻人多了，全村人致富奔小康的心气足足的！”“对十八洞村来说，

最大的变化是人的变化。”县委宣传部周副部长说。 

 

资料 3 

乡间公路，两米多宽，刚好供辆轿车通行。不巧的是，路中“长”出一根电线杆，占了

路面近半米。车行至此，弯转不得，直行也不畅，一长段出村的道路成了摆设，J县星火村

的村民们没少为废旧电线杆的事儿烦心。 

“开车到这里，傻眼，只好倒回去。”顺着星火村党总支马副书记指的方向看过去——

道路两旁、宅前屋后、田间地头，架空线杆不时见到，分布极不规则，还有不少已经闲置废

弃。最近的杆子离村民家宅不过数米，村民们开玩笑抱怨，道路拓宽、房屋翻建，还都得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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杆子的“脸色”。 

废旧电线杆碍事，为啥不给挪个地儿?“想请走，没那么容易。”星火村党总支奚书记细

数电线杆的“娘家”，“电力、电信、联通、移动、有线电视……就连小灵通的杆子现在还竖

着呢！”这么多单位的电线杆，要挪，得一家家打电话咨询、打报告申请，电话那头听完诉

求，都是先报价格，估算下来，废弃不用的杆，拔走，3000 块钱一根；挪地方，更贵，一

根得 1 万多块钱，而且流程走下来，移杆周期至少也得两三个月。星火村共 34 根废弃空杆

要拔除，81 根尚在使用的电线杆要挪，算算账，这笔钱对基层来说可不是个小数目。这件

事，尽管村民们常有反映，可几年下来，也只解决了几根。 

拔根电线杆，事儿不大，却因“杆出多门”，多头管理，在基层治理中反倒成了“盲区”。

据县建设局调研统计，辖区内农村地区 95%以上的架空线杆竖在村民的宅前屋后、村主干道

旁或田间地头，有的废弃线杆权属单位为减少处理废杆的成本，任由废杆随意丢弃。“解决

不好这个问题，村子村容村貌受影响，会给整个美丽乡村建设拖后腿。”奚书记说。 

去年 J县大调研，乡村废弃电线杆的处理问题被县建设局上报到了县政府，被定性为典

型的跨地区、跨部门、跨事权的“三跨”问题。县里立即启动复杂重大问题处理机制，迅速

进入上报、流转、解决流程。“三跨”问题多出现在基层治理的薄弱区域、盲点区域，通过

大调研解决复杂重大问题的过程，也是推动建立健全体制机制的过程。 

打开 J 县探索建立的复杂重大问题统筹协调推进“流程图”，这类疑难问题有着明确的

流转规定。在“流程图”上可以看到，问题进入上报环节后，需立即在有关会议上进行统筹

协调、责任分工；随后进入流转环节，协调单位对问题进行全面深入了解，确定问题办理的

协同单位、时间进度阶段性工作等内容；最后由协调相关单位依据授权发挥牵头协调作用，

多方攥起拳头，形成解决问题的合力。 

 

资料 4 

刚刚过完入党 70 周年的“生日”，89 岁的他安详离世，走得坦坦荡荡。积蓄，全都捐

了；最后一笔党费，老伴代交了，有 1万元之多……这一生，他是那样简朴，又是那样富足，

一生家国情，桃李满天下，留下了闪光的无字丰碑。他曾说，生活过得好，不是追求舒服，

而是“无愧我心”。他，就是华南农业大学原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水稻遗传学家卢

永根，人们亲切地称他为“布衣院士”。 

生命最后的时光，卢永根躺在病床上，有些疲倦。可一说起当年入党时的情形，他眼中

立刻发出明亮的光。“一个很小的房子，墙上挂着党旗。”老人的声音有些颤抖：“举右手，

面向北方，延安就在北方，延安就是我们心中的太阳。”1930年，卢永根出生于香港的一个

中产家庭，家里有电活、出门有汽车。11 岁那年，日寇占领了香港，他被父亲送回广东老

家避难，谁料想，这里也被铁蹄践踏。亲历了国土的沦丧，目睹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他苦

苦寻求着希望和方向。1949 年 8月 9日，卢永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老伴说，“他把入党那

一天看成生日，新生命的开始。所以，每年这一天，我都为他过生日。 

新中国成立前夕，卢永根受党组织派遣，离开香港到广州领导地下学联，迎接广州解放。

“我为什么要抛弃安逸的生活回内地呢？是中国共产党指给我有意义的人生之路，只有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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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祖国才是我安身立命的地方。”卢永根说。作为华南农业大学的校长，卢永根这样定位

自己的三重角色：先党员，再校长，后教授。“虽然我现在疾病缠身，无法行走，但是，我

的意识是清醒的，我的牵挂是不变的，我的信仰是坚定的！”岁月时光无法磨灭卢永根的初

心。住院不久，卢永根和老伴向党组织郑重申请：“我俩大半辈子都没有离开过党。这个时

候，也不能没有组织生活。”对此，校党委决定，由农学院党委书记等几名党员参加，每月

在病房开一次党员学习会。“我全程收看了党的十九大开幕直播，听完总书记的报告，热血

沸腾，备受鼓舞。” 

卢永根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成为“中国稻作科学之父”丁颖教授的助手。“抗战时,

丁老师带着水稻种、番薯种，一直逃难到云南，把种子资源保护下来。”卢永根十分敬佩。

丁教授去世后，卢永根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带领团队完成了恩师未竟的事业，保存了具有

特色的野生水稻基因库，首次提出水稻“特异亲和基因”的新观点。近些年，卢永根研究团

队共选育出作物新品种 33个，在华南地区累计推广面积 1000多万亩，新增产值 15亿多元。 

曾几何时，在美国的姐姐苦劝卢永根一家移民，可怎么也说不动他。卢永根说：“我是

炎黄子孙，要为自己的祖国效力。”他在给留学生的信中写道：“外国的实验室再先进，也不

过是替人家干活。”在他的劝导下，多名学生学成归国。“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祖

国故，两者皆可抛！”在一次对学生的演讲中，卢永根化用著名诗句深情表白。晚年，又有

人问他为什么非要留在国内，他说：“你向党、向人民作过许诺和宣誓，那自己要遵守了！” 

走进老人的家，仿佛回到上世纪中叶。铁架子床锈迹斑斑，挂蚊帐用的是竹竿，一头绑

着绳子，一头用钉子固定在墙上；台灯是几十年前的款式，收音机坏了一修再修……“这些

东西没有用光用烂，还能用，物还没有尽其用。”卢永根说。“床已经很好了，我们刚结婚时，

4 个条凳架上板子，就是床。”出门，80 多岁的老两口背着双肩包、头戴遮阳帽，挤公交、

换地铁；吃饭，叮叮当当拎着饭盒，和学生一起在食堂排队打饭，吃得一粒米都不剩。看到

有学生剩饭，卢永根总忍不住提醒：“多少株水稻才能出一碗米饭？” 

880多万元储蓄，老两口没有留给唯一的女儿，一分不剩，全部捐给华南农业大学成立

“卢永根教育基金”。这些壮举，卢永根说是“还”：“党培养了我，这是做最后的贡献。”老

伴也说：“国家给了我们许多，我们用不完了，当然还回去。”不仅“还”钱，他们觉得连生

命都是党和国家的，也要“还”回去，双双办理了遗体捐献手续。 

“布衣院士”卢永根走了，走得干干净净、清清爽爽。他不留财产、不留遗体、不留墓

碑，但是，他却留下了很多很多…… 

作答要求 

（一）给定资料 1中提到，“创新，为了更贴心；贴心才能够创新。”请你谈谈你对这句

话的理解。（20分） 

要求：准确，全面，有逻辑性，不超过 300字。 

 

（二）从“过去做梦都不敢想”到现在“梦想总是要有的”，请你根据给定资料 2，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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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十八洞村村民的心态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20 分） 

要求：准确、全面，有条理，不超过 300字。 

 

（三）根据给定资料 3，请你提出整理 J县乡村电线杆乱象的具体措施。（25分） 

要求：（1）紧扣资料，内容完整；（2）条理清晰，措施可行；（3）字数不超过 400字。 

 

（四）某省正开展优秀共产党员先进事迹巡回宣讲活动，假设你是宣讲团的成员，请根

据给定资料 4，撰写一份“布衣院士”卢永根先进事迹的宣讲提纲。（35分） 

要求：（1）紧扣材料，内容全面；（2）语言准确，有逻辑性；（3）字数不超过 4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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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