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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论必学知识点十二：入境入戏才能写好应用文 

不管是国考还是省考，应用文写作都是一个必考题型，每次试卷中所占的题量一般是一

道，曾经的国考比如说 14 年，一套试卷中可能会有两道应用文写作，包括 2020 年国考，

不管是省部级还是地市级，最后一道通常是作文的题型竟然考察了应用文，可见它的重要性。

除此之外，国联考的应用文还有一个特点即注重灵活性和创新性，比如 2020 年国考地市级

第五题考到了让考生写一份莱康村参评的推荐材料，很多考生看到这个题目应该是一头雾水

的，至少之前从来没有出现过推荐材料，但是其实我们通过大量刷题也会发现，虽然有些文

种没有见过，但是万变不离其宗，都可以往格式里去套。只是在套用格式的过程中也需要结

合具体的题目本身去判断到底哪一部分是重点。那么这个过程中，很多时候是需要考生有画

面感的，即入戏来写。来举例子说一下。 

一、应用文写作的常规格式 

包括格式和内容，格式包括标题、称谓、正文、落款。 

内容即正文主要是开篇、主体、结尾。 

 

以上是应用文完整的格式，只不过说在河南省考的时候，目前直接考完整格式的不多，

更多是需要考生不考虑格式或者写提纲，但是主体框架是不变的。 

二、应用文写作到底重点写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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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格式是基础，所有考的应用文都是在常规格式基础上稍作调整，即是什么、为什么、

怎么办这三块主体内容到底重点写什么，要根据题目和材料进行判断。比如说： 

2017 年河南省省考第三题：X 市港务集团准备宣传小冯的先进事迹，请结合“给定资

料 5”，拟写一份宣传提纲。所考察的是一份宣传提纲，宣传的主体内容是小冯的先进事迹，

而所谓的先进事迹，其实指的是小冯他之所以成功都做了什么，其实目的在于让考生回到材

料中找小冯成功的做法，即对策。只不过说考生在写的时候需要有画面感，入戏来写，在日

常生活中我们所读到的先进事迹的宣传稿的开头部分一般会简单介绍下要宣传的这个人物。

中间是他的事迹，最后的目的在于呼吁我们向他学习。所以入戏之后，这道题的主体内容就

有了：第一部分即对小冯做一个简单的人物介绍，第二部分是小冯成功的做法，第三部分是

呼吁号召我们学习小冯哪些精神。所以如果这道题考生不入戏来写的话，那么整个资料 5

的最后一段是被浪费的，因为最后一段表面上和小冯没有任何关系，其实讲的就是小冯事迹

里面告诉我们他拥有的精神。 

再比如 2019 年河南省省考乡镇第二题：A 乡政府拟在星月村开展一次“正确看待和防

范野猪侵扰”宣传教育活动，请结合“给定资料 3”，代 A 乡政府起草一份倡议书。这道题

考完后引发了河南考生的激烈讨论，因为材料里几乎没有东西让我们去抄。那接下来我们来

剖析这个题。首先先明确写作目标是代乡政府写一份倡议书，给谁写的呢？其实查看前半边：

在乡政府拟在星月村开展一次宣传教育活动，那么言外之意这个教育活动的对象应该是村

民，那么说明这个倡议书的写作对象也应该是村民。什么叫做倡议书，倡议书更多是强调这

个事件的紧迫性，以呼吁对方来做。比如说 2014 年国考考过一道非常经典的题目：“给定

资料 2”中心理援助专家团提议开展“火红绸带心理援助行动”，假定在某次救灾工作中，

救灾指挥部决定采纳这个提议，请你结合“给定资料 2”，以专家团的名义给参与救灾的各

界人士写一份倡议书。其实目的就是在于让参与救灾的各界人士积极行动起来进行救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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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倡议书的目的在于告诉对方做什么。那么 2019 年省考这个倡议书的重点就应该在于对策

了。主体部分应该是告诉村民野猪频繁出没的危害，呼吁村民采取一些措施去避免因野猪出

没而产生损失。那么因为材料中本身可以用的东西并不多，所以需要考生结合实际了，要有

画面感，比如说增设隔离带、做好防范工作，可通过增加林区巡逻频次，及时发现野猪侵扰，

并采取温和方式进行驱逐、发展林场特色旅游项目，拓宽收入渠道，减少对传统农作物依赖。 

综上所述，应用文写作所给的套路并不直接就是一个一成不变的模式，还是需要考生能

够结合生活实际、结合题目和材料实际去判断重点应该写哪一部分，所以就要求一定要结合

实际，有画面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