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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四川省公务员录用考试《申论》真题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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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天，B市长江江心洲上的义安村“喜庆堂”里热热闹闹的，村民老赵儿子的婚礼办得

简约而红火。有人洗菜切菜，有人焖煮烹调，还有人专注摆盘，大家各司其职，忙得不亦乐

乎，不一会儿，原本空空的桌子上便摆满了各式各样的菜肴。亲朋好友齐聚一堂，共同分享

老赵家的喜悦。 

说起老赵家的喜事，还有一番曲折。筹办婚礼时，老赵说：“娶妻生子是人生大事，再

怎么砸钱、费事，也要到城里办婚宴才有面子。就这一个儿子，还不风光点？”村党支部郭

书记得知后，上门劝说：“进城要坐轮渡的，拖家带口多不方便！再说，城里租个大屏幕，

就得七八千！吃饭店的酒席，哪有自己备料、亲戚帮厨划算？”老赵没吭声。郭书记进一步

劝道：“你在饭店把门一关，除了亲戚，谁能瞧见你风光？在‘喜庆堂’办，村里人一走一

过，还能够凑个热闹。再把鞭炮放放，不比城里欢腾？” 

提起“喜庆堂”，老赵有些动心了。然而，当把新计划告诉女方时，又出现了插曲：外

地的儿媳妇，在网上咋也搜不到“喜庆堂”心里犯了嘀咕，非要进村里亲自看看，“喜庆堂”

位于村党群服务中心内，从外观上很难看出端倪，走进大厅，却“别有洞天”。面积约 200

平方米的厅内摆放着二十余张大桌，桌椅板凳统统用红布包裹起来，正前方摆放着一块大屏

幕，旁边还有音响设施。环顾四周，大厅的横梁上、柱子周边“喜事新办，节俭养德，文明

理事”“破除陈规陋习，倡导健康生活”等宣传语随处可见，屏幕两侧还张贴了以“移风易

俗、民风淳厚”为主题的宣传内容，图文并茂地宣传“破旧立新，婚礼丧事简办好”……整

体环境既隆重又喜庆，儿媳妇这才安下心，点头同意了。 

“喜庆堂”创立于 2017 年。这一年，村民人均年纯收入达到 2 万多元，纯朴并注重传

统礼俗的乡村婚礼开始被铺张的喜宴、厚重的礼金所取代。“那时候办婚宴，经常是比着铺

张，有的人家能花两三年的进账，有些家庭为子女结婚不但花光积蓄还要背上一大笔债务，

压力很大。”郭书记说。村两委班子认识到攀比、铺张、浪费之风不可长，便组织本村有威

望、有影响的老党员、老干部、老教师成立了红白理事会，由村支部书记兼任会长，组织村

民重新订立了村规民约，倡导礼俗回归纯与真。同时，村两委将村委会三层小楼一层的一半

改建为红字标示的“喜庆堂”，在充分尊重传统习俗的基础上，帮办协办红白事，推动形成

婚事新办、丧事简办的文明新风。郭书记说：“这块地方原来是村里举办活动、接待游客用

的，经过装修、置办，更适用于喜宴。只要村民提出申请，就能免费使用这里的水电气灶、

桌椅碗筷、屏幕音响等。” 

老赵提交“喜庆堂”的使用申请时，郭书记不忘提醒：“既然要在村里办就得守规矩，

按照签订的协议办。酒席别超过 20桌，每桌菜别超过 500元，婚车别超过 6辆……” 

婚礼结束后，老赵喜滋滋地说：“光是菜，每桌就比饭店里省了 1000多块，亲戚们帮厨

递菜，也比在城里干坐着更有人情味。在‘喜庆堂’办婚宴，酒席的成本低，一般的亲戚朋

友随个 200块钱就行了，要是到市里办，没个 400块钱拿不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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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庆堂”的运行，破除了“人情债”滋生的土壤，减轻了村民人情负担。自“喜庆堂”

启动以来，共承办各类宴席 35次，共计节约资金 70余万元，让村民切实感受到移风易俗的

好处。 

 

资料 2 

“老吴，老吴，我是兰花社区的小刘呀，我和楼栋长来看看你，开一下门哦。”周末上

午 9 点多，J 镇兰花社区网格员小刘和楼栋长老张敲着独居低保户吴大爷的门喊道。“小刘

啊，我摔倒了。”连续的敲门声后，屋里传来吴大爷微弱的声音。听到声音不对，小刘立即

联系吴大爷的几个亲属，但受疫情影响，他们都不能来。吴大爷的二弟告诉小刘，家里有备

用钥匙放在窗台上。小刘一开门，看到吴大爷摔倒在地上，便立即拨打了 120，同时给社区

和镇里反映了此事。 

吴大爷说：“小刘呀，你扶我坐起来就好了，不用去医院。”小刘知道，吴大爷是担心承

担不起医疗费。“吴大爷，您不用担心医疗费的问题。对于困难群众遇到各类重大急难问题，

我们镇有临时救助备用金制度，您符合救助条件。”小刘解释道。在小刘的协助下，镇上派

人送吴大爷到了医院，并经过备用金专管员同意，使用临时救助备用金为他垫付了住院费。 

J 镇在 2016 年建立了临时救助备用金制度，将上级拨的专项救助金和公益补助金归集

起来，统一存入“临时救助”专户，解决基层群众突发性、紧迫性、临时性基本生活困难，

成为基层救助的“蓄水池”。“在这项制度之前，如果群众遇到了急需救助的情况，需要层层

上报、层层审核，救助款至少要 2、3 天才能到位。而有了临时救助备用金制度后，从收到

救助信息到确认审核、拨付款项，最快 1小时就能完成。”镇党委梁书记说，“下一步，我们

还要加强监督监管，确保确有困难的群众能及时享受该项政策。” 

 

资料 3 

退休教师老马是单车骑行爱好者，乡村小路上经常能看到他骑车的身影。最初他骑车是

为了看风景，但自从 3 年前他有了一个新的身份——J 镇“人居环境整治义务督查员”后，

他就会在骑行时随身带上相机和小本子，既看景也看垃圾，看到哪里有垃圾，拍下照片，用

小本子记下发现垃圾的具体地址，再反馈给当地村镇处理。 

“垃圾靠风刮、污水靠蒸发；房里现代化、屋外脏乱差”这是老马刚开始担任督查员时，

他的相机和小本子所记录的景象。 

去年，J镇各村开始进行垃圾分类和污水治理，环境有很大改善。谈起村里的变化，74

岁的老周打开了话匣子：“垃圾清运、分类，旱厕改造，污水处理，这些都由政府投入，农

户不用掏一分钱。我现在知道家里的垃圾需要分开装，像菜叶子、剩饭属于可以腐烂的垃圾，

像塑料袋属于不可腐烂的垃圾。”老周觉得农村垃圾的家庭初分，既简单又方便。他家门口，

有一蓝一黄两个小型垃圾桶，分别写着“可腐烂垃圾”和“不可腐烂垃圾”，墙上有个“庭

院三包”责任牌，明确包卫生、包绿化、包秩序的责任。 

“村民将生活垃圾初分后，村里的保洁员会将垃圾收运至村口收集亭，进行二次分类。”

J镇农环办徐主任说。离村庄不远处的一片树林里，开挖了一处长 10米、深 80厘米的可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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烂垃圾堆肥垄，菜叶、瓜皮、树叶等可腐烂垃圾在此就地消化堆肥。2017年 9月起，J镇所

在的 F市停止了生活垃圾填埋的处置方式，利用当地水泥公司的水泥窑高温煅烧，实现其他

类生活垃圾处置的减量化和无害化。 

老马的照片和小本子清楚地反映了农村人居环境的改变：最初一天能记录十几处卫生死

角，而现在，映入眼帘的是干净整洁的道路，幽静雅致的农家小院，以及房前屋后种植的各

种花卉苗木。老马督查员的这个身份也面临着“退休”的风险。 

 

资料 4 

四合院是由东、西、南、北四面房子围合起来形成的内院式住宅，院内四面房门都开向

院落，房屋各自独立又有游廊连接，交流沟通便利，生活气息浓厚，起居十分方便。居民们

彼此熟悉，相互帮忙，亲近和睦，其乐融融。20世纪 80年代，传统的四合院被鳞次栉比的

高楼取代，居民之间“长住对门不相识”成为常态。 

Z 街道是 B市第一个整体开发建设的大型居住社区，常住居民有 3万多户，常住人口达

8.8万人，下设 16 个社区，有 223栋居民楼。2018年以来，街道党员干部跟居民拉家常、

交朋友、问需求，添加居民为微信好友，邀请他们进入每栋楼的微信群。近七成住户实名入

群，一个楼宇群基本可以保证所有家庭代表入群。这个群里，不仅有左邻右舍、物业人员，

还有居委会的管楼干部，以及书记、主任等，辖区内的党员全部入群，Z街道干部、社区工

作人员全部分片入群。加入楼宇微信群的居民数量超过 5万，覆盖了四分之三的居民。 

Z 街道办事处代主任说：“居民入驻了微信群，让 223 栋高楼变成了 223 个‘掌上四合

院’。日常生活里的大事小情都能在群里解决，社区里的大事小情都能通过‘掌上四合院’

找到良策。”Z 街道的居民群众更是对“掌上四合院”深有感触。“30多年前，我们从四合院

出来上了楼，30年后，我们通过微信群又找回了‘四合院’的感觉！”有居民这样感慨。还

有居民说：“在 Z 街道住了 30 年，之前整天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邻居，楼上楼下都不知道是谁，

这回进了群，终于‘对上号’了，社区真正成了大家的家。” 

莲芳社区 24 号楼是一栋联排高楼，楼内住户很多，发生过高空抛物伤人事件。但因为

高空抛物的随意性很大，很难抓现行，多数都成了“无头案”。街道和社区工作人员与 24

号楼的楼长赵女士建立了一个“楼门微信群”，把楼内的每一户都拉进群里，大伙儿你一言、

我一语，集中讨论如何解决高空抛物的难题。在讨论中，街道和社区工作人员引导大家制定

了一份《楼门公约》，“不在阳台和窗台外侧放置物品，以免掉落伤人”“家中垃圾集中收集，

并扔到楼下垃圾桶，不从楼上往下扔”等六条细则落在纸面，得到楼内住户的一致响应。 

“打 12345，不停地投诉！”“承重墙怎么能拆，太过分了，大家一起反映！”这一天凌

晨，紫芳园社区 1号楼微信群忽然炸开了锅，多位居民反映“楼底商户拆除承重墙，存在安

全隐患”的问题。看到信息，社区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协调物业公司，并向区建委报告。后经

区建委质监站核查，楼底商户拆除的并非承重墙，而是一块楼板。在多方共同监督下，底商

将其恢复原貌。同时，社区工作人员就处理情况实时播报，将恢复后的图片发到群中，让大

伙儿吃上了“定心丸”。 

芳城园第一社区南门垃圾楼周边的违建被拆除后，腾退出一块 800多平方米的空地。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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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留白增绿”的理念，Z街道办事处和社区准备在这里建一座口袋公园。初步规划完成后，

街道通过微信群征求居民意见，一条条意见很快反映上来：口袋公园要和垃圾楼协调，多种

植些吸味儿的植物；不要把资金更多地投放在景观建设上；绿地越简约越好，应该把垃圾楼

好好包装一下；在绿地建设中考虑健身功能的引入……工作人员根据征集的意见建议调整了

方案。 

一位社区干部在自己包干的楼门群内发了一条微信，向一位 80 多岁的老志愿者致敬，

还发了一张老人戴着志愿者袖标站岗的照片。群里一位居民就发牢骚，说社区和志愿者在作

秀，措辞也很不礼貌。负责联系这里的街道干部马上找到社区了解情况，原来那位老人已经

在社区志愿服务了十几年，现在社区已经不再给老人安排“任务”，但一有志愿活动，老人

还是主动参加，社区干部发微信是想对老人表示感谢。街道干部将情况向居民进行了解释，

居民认识到了自己的不理智，向老人道了歉。后来，这位爱吐槽的居民也开始参与社区事务

了。 

 

资料 5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

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这一阐述，真的是说到了我这个社区居委会

主任的心上。”Q市南湖社区居委会余主任对记者说起十九大报告，心情激动。 

余主任介绍，南湖社区紧邻商圈，分为古楼湾和花园街道两个片区，辖区有企业 300

余家，居民住宅楼 81栋，居民 6260户，人口 24664人，流动人口 1万余人。社区城市建筑

陈旧、商贸门面混乱、居民房屋老旧、道路交通拥堵、活动场地有限、流动人口复杂、治安

问题严峻，仅 2013 年就发生多起刑事案件。传统行政式的社区管理方式，让社区工作人员

疲于奔命还难有效果。“曾经一年时间里群众诉求 1600 件次，这让社区工作更加难做。”余

主任说。 

古楼湾片区内的九龙花园是由 10栋 20 世纪 80 年代的老建筑组成的老旧小区，基础设

施落后，200余户居民来自四面八方，生活习性不一，加上长期无物业管理，小区内污水横

流，垃圾乱堆，群众怨声载道。社区引导九龙花园居民自治，组织成立了楼委会、议事委员

会等自治组织，引导居民议定出《小区楼规民约》等 5个制度规则，形成了“小区事、大家

议、协商办、共监督”的自治管理流程。经过居民议事协商，由每户居民出资 30 元，公益

事业发展基金支持 2.5万元，街道配套 1.8万元，改善了小区的出行等设施，同时组织志愿

者对绿化等进行完善，有效地改变了居住环境。古楼湾片区安装摄像头需要 28.5 万元，社

区两个月内召开听证会、协调会 30 余次，让居民充分表达意愿，最终达成“居民出、社会

筹，自己的事情自己办”的共识，3327户居民（91%的参与率）出资 7.2万元，社会单位支

持 19.6万元，在重要路口、案件高发区安装摄像头 73 个，使年均发案率同比下降 45%，居

民安全感大幅上升。 

街道社区管得越多矛盾似乎越多，管得越细群众意见反而越大，这是南湖社区近年来基

层社会治理中干部们普遍存在的困惑。在政府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的过程中，常会出现由

政府大包大揽的情况。然而，不分公事或群众的私事，都由政府包揽起来，不仅会让群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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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依赖思想，还很难让群众事事满意。南湖社区发现，只强调加大投入和权利赋予，没有相

应的责任共担和公平的投入机制，政府投入再多，群众满意度也不会随之提高。只强调自上

而下的精细管理，没有自下而上的广泛参与，政府管得再细，群众认同感也不会随之上升。

只强调旧城改造和新区开发，没有把群众组织起来同步推进社会建设，城市发展再快，面临

的矛盾和问题也不会随之减少。 

“南湖社区花园街道较早开始了社会治理大事、小事和私事分流处理”。花园街道党工

委李书记说，为了扭转居民心中观念，培养自治意识，及时划清街道、社区、居民各自责任，

不大包大揽，不介入过多具体事务。“分解责任、事务，不在于分得多清楚，更重要的是培

养居民的责任意识引导居民广泛参与社区事务”，“政府既不能大包大揽做‘物管’，也不能

不闻不问不管，简单把责任完全推给居民了事。该办的公共事务要全力办好，属于社区居民

自己家的私事，主要由私人自己处理。” 

南湖社区在总结基层社区治理探索创新的基础上，提出了社区治理“三事分流”工作法。

围绕“谁来划、以什么标准来划、按什么程序划”等问题，建立了一套合理划分“三事”的

机制。“大事”即管辖事项及公共服务，由部门负责解决；“小事”是村（居）公共事项及公

益服务，由村（居）委会主导，社区自治组织、社区社会组织和社区单位共同协商解决：“私

事”是村（居）民个人事务和市场服务，由群众自行解决或寻求市场服务。“三事分流”要

求一是落实责任，“大事”快办；二是基层协商，“小事”共办；三是注重引导，“私事”自

办。 

据南湖社区民政干部介绍，“三事分流”分为找事、分事、办事、反馈评估四步工作。

第一步：找事。找事也就是需求收集。找事的第一责任主体是村（居）委会，所找的“事”

是以居民的需求为导向，尤其是居民反映需要解决的问题。第二步：分事。分事也就是通过

协商进行分流，将事情按“大事”“小事”和“私事”，分流到相关的承办部门和人头上。第

三步：办事。在协商分事后，所有的事便有了具体办事的“主”（包括私事）和具体的办事

方法，因而事情办理起来就不会有推诿扯皮的现象出现。第四步：反馈评估。所有分流的事

办完后，都要进行反馈评估。在反馈评估中，对所办事项还要在社区进行公示，以接受群众

的监督和评价。 

作答要求 

（一）根据“给定资料 1-3”，归纳概括各地基层治理的举措。（20分） 

要求：全面、准确，有条理，不超过 200字。 

 

（二）外地有关部门专程到 B市考察学习“掌上四合院”的经验，假如你是 Z街道的工

作人员，请根据“给定资料 4”撰写一份经验介绍材料。（30分） 

要求：内容全面，条理清晰，语言流畅，不超过 500字。 

 

（三）请结合给定资料，联系社会实际，围绕社区治理，以“‘三事分流’工作法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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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启示”为主题，自选角度，自拟题目，写一篇议论文。（50分） 

要求：（1）观点明确，见解深刻；（2）思路清晰，结构严谨；（3）语言流畅，书写工整；

（4）总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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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