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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常见关键词 

常见关键词一：理念 

 

 

 

 

例 1：概括材料中老字号的问题。 

我们不缺勤奋苦干，每天起早贪黑，两头见星星，可还是只能勉强保本。产品更新

慢，老顾客留不住，年轻人不愿来。”一位老字号国企负责人无奈地表示，“我们也想过

要改，可看到前段时间另外一个老字号就因为改制搞到管理权都没办法集中，没办法决策

如何发展了，我们就怕了。这样改还不如老老实实守住自留地。” 

 

 

常见关键词二：营销 

 

 

 

 

例 1：概括材料中 F 公司的做法。 



 

公司顺应时代变化，通过基于大数据分析的营销管理和创新，继续保持迅捷的市场反

应速度、高效的体系反应能力、迅速的消费响应能力。F 公司专门成立了数据营销部门，

打造国内首个汽车品牌自建的线下线上一体化开放式平台，通过互联网手段持续跟踪、收

集、洞察消费者的需求变化趋势，根据所得结论及时制定和推进符合用户兴趣点的营销计

划；同时，产品年轻化的节奏也依然保持着“快”的本色，不断推出符合年轻人口味的高

颜值产品。 

 

 

例 2：概括材料中的问题并给出解决措施。 

“我们村里啊，有很多土生土长的好东西，比如野生茶、黑米茶、有机生态米、手工

艺品等等。”村支书老高说道，“但我们不会宣传，好东西也卖不出去，可惜哟。” 

 

 

常见关键词三：管理 

 

 

 

 

例：请总结材料中体现的企业的做法。 

为了实现企业高效的执行力，D 公司在其内部进一步提升企业的全价值链体系竞争

力。着力打造高效务实具有凝聚力的经营团队，整合企业及合作伙伴资源，充分挖潜，增



 

强每个工作环节的协同效应，让所有部门为同一目标共同发力，实现体系竞争力的最大

化。 

 

 

常见关键词四：品牌 

 

 

 

 

例：指出资料中出现的问题。 

国内某公司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们公司生产的马桶盖在国内和日本都有

销售。该负责人坦言，他和同事听说游客去日本抢购马桶盖也觉得不可思议。据悉，该款

产品在日本售价折合人民币约 3087 元，而国内建议零售价在 2980 元。国内销售的甚至

还比日本销售的多了防潮功能。有人指出，“对有些领域的产品，中国的消费者还是不太

相信国产品牌。其实，很多中国企业创新能力很强，也能生产高质量产品。如何让消费者

相信国产品牌，是中国创新之路上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 

 

 



 

常见关键词五：技术 

 

 

 

 

例：请概括材料中的做法。  

2007 年，S 机床厂彻底摒弃模仿和跟随的道路，公司科技部的一帮年轻人从源代码开

始写起，用了 6 年时间，原创了多项数控核心技术，诞生了拥有自己知识产权的“智能 5

代系统”。 

 

 

常见关键词六：融资 

 

 

 

 

例：针对材料中的问题给出有效建议。  



 

要建设规模化生产的种植基地，在标准园区建设、采后保鲜、冷链运输、贮藏加工等

基础设施和设备方面也需要大量资金投入。例如，建设一座小型冷库需要投资二十多万

元，购买一台冷链车也动辄数十万元，而种植基地通常在这方面也存在融资难的问题，基

础设施建设和设备采购受到限制。 

 

 

 

常见关键词七：产业 

 

 

 

 

例：请概括材料中 A 市的成功做法。  

如何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A 市探索在产品发展设计、研发和营销向两头延伸的同

时，实施中间分离，在现代制造业中拓展现代服务业，既助推现代制造业进一步发展，也

实现了产业整体转型升级。在 A 市，很多企业剥离主副业，实施二、三产业拓展分离。比

如从玩具制造企业中，拓展分离出了玩具商贸有限公司，由其专门从事市场推广、品牌塑

造和商品销售。  

 



 

 

例：请概括材料中的做法。  

陈秀英和她的团队不断攻关，在提升蜂蜜、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蜂产品质

量的同时，创新推出蜂蜜酒、蜂蜜口红、蜂蜡手工皂等产品，拓宽了消费市场，赢得了顾

客的喜爱。 

 

 

常见关键词八：市场 

 

 

 

 

例：概括资料中解决问题的经验。 

问题找到了，怎么破题呢？我想到了石甸花椒酱。这十里八村的家家户户都喜欢用花

椒制作花椒酱，一日三餐都离不开它。既然本地这么多人吃，是不是能产业化，做成一个

产品呢?同时，制作花椒酱对花椒的需求量特别大，也能带动花椒种植。2015 年当年，我

几乎走遍了省内的大型超市、批发市场，发现和目前市场上的花椒酱不同，我们石甸花椒

酱麻辣鲜香、口感独特，不仅在本地有市场，还有可能借助电商扶贫政策卖到全国去。 

 



 

 

常见关键词九：消费 

 

 

 

 

例：概括材料中夜生活首席执行官发挥的作用。 

一位“夜生活首席执行官”，也是新天地太平桥项目总经理李华此时也在人群中。不

过比起演出，他更留意的是游客的反应和现场的组织情况。趁着演出的间隙，李华又开始

走访起新天地里的商户。来到商铺“秦岭人家”门前，店老板老秦热情地和李华打了招

呼。一个月之前，因为垃圾倾倒的问题，老秦表示不打算夜间延时开放。而附近很多加班

族纷纷表示遗憾，对这些人来讲，深夜加班后来一两个他们家的“老秦夹肉饼”，既方便

又能缓解饥饿。根据消费者的反馈，李华与老秦商量，是否可以将夜晚开放时间适当延

长，但老秦表示，延时后垃圾清运车减少，费用也会提高，如果不及时倾倒垃圾，随时会

被罚款。为此，李华与垃圾清运队、城管进行了多次沟通解决了这个问题，打消了老秦对

夜晚延时经营的顾虑，同时还帮老秦完善了经营策略、管理方式和措施等。目前，“秦岭

人家”成为加班族的又一个“深夜食堂”。 

 

 



 

常见关键词十：品质 

 

 

 

 

例 1：总结材料中的成功经验。 

制造业最朴素的哲学就是：做电饭煲的，你能不能让煮出来的米饭粒粒晶莹不粘锅；

做吹风机的，你能不能让头发吹得干爽柔滑；做菜刀的，你能不能让每一个主妇手起刀

落，轻松省力；做保温杯的，你能不能让每一个出行者在雪地中喝到一口热水……“中国

制造”的明天，并不在他处，而仅仅在于能否做出打动人心的产品。电饭煲、吹风机等都

归属于所谓的传统产业，但他们是否“日薄西山、无利可图”，关键在于该产业的企业及

其经营者。因此可以说，世上本无夕阳的产业，而只有夕阳的企业和夕阳的人。 

 

 

二、人工批改习题 

“给定资料 2”中，M农场的案例为新时代青年创业提供了哪些启示？（15

分） 

要求：分析全面，条理清晰。不超过 300字。 



 

2.M农场成立于 2015年，是一家将生态稻田和人工智能相结合的高新技术

企业。它所研制的“胚芽米”，是一种在稻谷加工过程中保留其胚芽部分的精

制米，比普通大米含有更加丰富的维生素 B族和微量元素。创始人小李的初衷

就是希望越来越多的老百姓能吃到更有品质的大米。 

创立之初，M农场就将人工智能引入水稻种植阶段。小李说：“传统农

业，往往包含着最苦、最累、最费人工的劳作过程，我们希望通过高科技为传

统农业增效。”他算了一笔“人工账”：以人工巡田、除草为例，传统农业

中，高质量的巡田速度为每人每天 50亩到 80 亩，一季稻田需巡田 130天；每

人每天人工除草约 1.5亩到 2亩，一季稻田需除草 3至 4轮。小李表示，这样

的方式费时费力，即便给每亩稻田提供 1000 元人工费，也还是没有人愿意干。

为了改变这一困境，M农场使用田间机器鸭代替人来巡田、除草，效率提高

300%，成本降低 50%。 

此外，M农场还使用物联网技术及田间智能机器对生态水稻数据进行全方

位监测和采集，由专家团队进行建模及大数据分析，进行人工智能海量数据训

练，深度挖掘水稻生长全过程数据，进行图像识别，建立水稻最佳生长模型，

实时生成稻田长势及病虫害的可视化智能管理界面，提供病虫害防治指导、作

物保护方案，实现了生态农业无人化、智能化管理。 

M农场在种植全过程中不使用任何化学农药、化肥、除草剂，而采用生物

制剂、有机肥，以确保大米的食用安全和营养价值。以生态稻田为基础，M农

场引入旅游、文化、艺术等多元化产业。小李说：“我们打造共享农场、田园



 

综合体，吸引旅客来体验田园生活。我们还挖掘稻米文化，通过自然课堂为孩

子们讲述‘一粒米的旅行’。农场美丽的田园景色，吸引着一批又一批的人来

到这里摄影绘画写生。”如今，“稻田上的艺术节”“稻田上的自然课堂”

“稻田上的露营节”，种种衍生产品，不一而足，给 M农场带来更多的发展机

遇。 

小李表示，当下的农业，正逐步走出传统模式，已不再是单纯的第一产

业。在 M农场，“一产”实现种植标准化、人工智能化等有机生态种植，“二

产”实现胚芽米、胚芽米食、乡村手工艺等与胚芽米生产有关的加工，“三

产”实现休闲时光、户外活动、宜居养生、精品民宿、乡村艺术等稻田上的系

列自然体验。M农场以生态水稻种植为基础，实现“一二三产业”高度融合发

展，力图打造新型全产业链模式。 

目前，M农场拥有 60多位员工，平均年龄只有 27岁，他们是农场培养的

一批知识型、技术型“新型农民”，是创业生力军。M农场也成为青年人发展

新型农业、改变乡村的青春舞台。“70后怕种田，80后不愿种田，90后不提

种田”是网友的调侃，也是部分事实。小李坦言，农业的形象一直是劳作辛苦

而收入低，很难吸引年轻人，而一个没有年轻人加入的行业，是没有未来的。

“让农民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是 M农场努力的目标之一。在 M农场的示范和

带动下，如今更多农民和返乡青年愿意扎根农村，做新型农民，发展新型农

业。 



 

今年年初，小李被评为省级杰出创业青年。颁奖礼上，小李说：“乡村振

兴，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全面实现。M农场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实践者

和受益者。新时代的创业者，一定要有社会担当，要做些对国家和社会发展有

意义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