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材料 1：何为盲盒?所谓“盲盒”，是一种“不知道里面有什么，但是开箱有惊喜”的

娱乐项目。一些商家通过网络平台，打着“珍贵品种”的噱头兜售活体宠物，实际上却将许

多普通宠物装在快递盒里发往各地。当把深受年轻人追捧的“盲盒”与“萌宠”两大元素碰

撞在一起，“宠物盲盒”便催生出了风险极高的“带血生意”。

盲盒经济的兴起，很大一部分原因便是满足消费者对不确定性的好奇心和惊喜感。然而

万万没想到，人类的好奇真的会害死猫。商家为了钱百般设计引诱，买家为了虚荣心和新鲜

无脑下单，没有良心，没有同情，活生生的小生命在他们的眼中，不过是谋财的物品，不过

是过把瘾的玩具。法律的漏洞，道德的沦丧，已经没有什么能够束缚住那些泯灭的良知。

盲盒，顾名思义就是在相同的盒子中放置不同的商品，消费者事先不知道盒子里装的是

哪一款，但有一定概率能够抽到自己心仪的商品，这种类似于抽奖的营销策略，极易刺激消

费者购买的欲望，成为当下吸引青少年群体消费的营销方法之一。“盲盒”绝不可以盲买盲

卖，更不应成为监管盲区。针对利用“盲盒”违法经营等行为，相关部门要有针对性地进行

清理和规范，积极保障消费者权益，维护健康合法的市场秩序，保持该有的市场透明度和诚

信力。经营者销售盲盒要规范，确保商品的质量信息真实，不得做出虚假、夸大或者引人误

解的宣传。消费者自己也要理性消费、量力而行，不应过分沉迷，切勿跟风与攀比，要尽量

选择信誉高、口碑好、售后服务完善的商家，注意索要和留存发票等购物票据。

盲盒的热闹正在悄然熄火，但借这阵热闹兜售生意的商业玩法还在渐次冒头，有人通过

品牌联名、价值延伸打赢翻身仗、住高楼，但也有人失去底线，游走在法律边缘。当监管进

入补位状态，盲盒的野蛮成长必将止步，对于玩家而言，营销之外，产品本身才是支撑起真

正成长下去的底牌。

第一题：请针对材料 1中反映的问题，提出对策和建议。（20 分）

要求：全面、准确、简明；字数 200 字左右。

【参考解析】

1.相关部门要有针对性地进行清理和规范。积极保障消费者权益，维护健康合法的市场

秩序，保持该有的市场透明度和诚信力。

2.经营者要规范销售盲盒。确保商品的质量信息真实，不得做出虚假、夸大或者引人误

解的宣传。

3.消费者要理性消费、量力而行。不应过分沉迷，切勿跟风与攀比，要尽量选择信誉高、

口碑好、售后服务完善的商家，注意索要和留存发票等购物票据。



材料 2：记者近日跟随国务院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检查组在 A省、N省一些地方现场

检查发现，一些村镇已经完成改造的厕所不好用、不能用，厕所长期闲置，成了“摆设”。

厕所革命中出现的“为改而改”“一改了之”等问题，亟待解决。

“感谢政府给我们修厕所，但是好事没办好。”K市 F县居民柳绍应说。去年政府给村

民新建了厕所，在房后建了化粪池；但是，新厕建好后，他一次也没用过。日前，记者跟随

检查组在 F县随机走访，抽查了 10 多家去年完成改厕的农户，发现没有一户厕所正常使用。

有村民反映，新厕所没接通自来水，每次上厕所，都要用水瓢舀水冲，大便很难冲干净，觉

得很麻烦。

检查组发现，当地没有建立卫生厕所管护机制，大量化粪池检查口被水泥封死，需要用

锤子敲开混凝土，才能勉强打开，普通家庭日常使用时很难开启。同时，这也说明化粪池建

成以来从未清掏过。与此同时，检查组在 K市各地区明察暗访发现，一些地方厕所改造缺

乏科学指导，人员缺乏相关资质，刚改的新厕就出现工程质量问题。

对于在 K市检查过程中发现的新厕没法用、用不上等问题，检查组认为，要对已经完

成改造的农村户厕逐户排查，认真摸查整改。多位农村基层干部认为，改厕要根据不同区域

生活习惯、卫生习惯、自然环境条件、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不同，采取适宜的改厕模式，防

止生搬硬套、搞“一刀切”等现象的再次发生。

第二题：请概括材料 2中反映的主要问题以及产生的深层次原因。（15 分）

要求：全面、准确、简明；字数 100 字左右。

【参考解析】

问题：厕所革命中出现的“为改而改”“一改了之”等问题

原因：管护机制缺失以及厕所改造缺乏科学指导，人员缺乏资质。

第三题：针对材料 2中反映的问题，请提出相应对策。（15 分）

要求：内容全面，符合实际；100 字左右。

【参考解析】

1.要对已经完成改造的农村户厕逐户排查，认真摸查整改。



2.改厕要根据不同区域生活习惯、卫生习惯、自然环境条件、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不同，

采取适宜的改厕模式，防止生搬硬套、搞“一刀切”等现象的再次发生。

材料 3：2018 年 12 月，民政部、中组部等 7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做好村规民约和居民

公约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到 2020 年全国所有村、社区普遍制定或修订形成务实管用的

村规民约、居民公约，推动健全党组织领导下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现代基层社会治理

机制。

去年底，一张用地道方言写成的“村规民约”，让藏在普洱市倚象镇大山深处的下寨村

摇身一变，成了“网红”。与该镇其它村子相比，下寨村综合实力并不占优势，但这则村规

民约的意外走红，却让它成了思茅区乃至普洱市推动村规民约规范化的先行者。

李永玲较为年轻，思想活跃，当她提出用方言来写时，众人一拍即合。很快，在大家的

共同努力下，一份极接地气的“土味”村规民约正式完成，并通过 11 个村民小组会议讨论

后定稿成型，由村民们签字确认后从去年 12 月 1 日起开始执行，覆盖全村 1692 人。这份村

规民约共有 12 条，用普洱方言进行编写，与常规刻板的村规民约相比，创意十足，网友纷

纷表示“够接地气”。

“不管在家还是出克（西南官话“克”等于“去”），火么不要乱烧，电么不要乱摸，

嘞个水塘塘么不要得不得克跳，单个生命要认得爱惜”……这是网传的一份落款为“倚象镇

下寨村委会”的普洱方言版村规民约中的一条。相较于老版的村规民约，这份村规民约虽然

条数少了，但内容有所增加，使得实际管理中发现遗漏的问题得到了有效补充。落地实施以

来，村民们对这份村规民约赞赏有加，称它像顺口溜，易于记住，易于传播。除此之外，执

行以来，村组中涉及该村规民约的大小事都受到积极影响，村民的自我管束显著加强。

第四题：阅读完以上材料，对你到村任职有何启示，请你联系实际，自拟题目，写一篇

议论文？（50 分）

要求：观点鲜明，认识深刻；联系实际，不拘泥于给定资料；字数 800-1000 字。

【参考解析】

“小村规”撬动“大治理”

乡村不仅是人类食物的主要来源之地，也具有重要的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生态平衡的功

能，同时，乡村作为城市文明的发源地，寄托了一代又一代离乡之人的乡愁。可以说，乡村



是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起源。然而目前，随着城镇化建设的不断推进，大量乡村青壮

年劳动力外流、乡村土地撂荒、村舍荒芜、垃圾遍地、乡风恶化等现象比比皆是，乡村发展

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因此，在当前阶段需要让推动乡村振兴之路。

“小村规”让人才回归，留住乡愁。人才是第一资源，乡村的第一人才是青壮年劳动力。

乡村的发展与城市的发展，实质都是人的发展，乡村的落后和贫困，实质是人才的匮乏。人

才回乡会给予乡村发展的生机和活力，比如，古村创客以“创客+众筹”的方式保护古村，

发展农村经济；大学生返乡创业利用互联网拓宽销售渠道，带动当地产业发展，这些实例充

分证明人才的回归是智力、技术的回归，能充分调动农村发展的积极性，唤醒沉睡的农村经

济。因此，要实现乡村振兴，需要人才回乡，需要青壮年劳动力回乡，为乡村产业发展，推

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不竭动力。

“小村规”让精神回归，留存古风。乡村的价值不止局限在提供食物来源上，更多的是

在于乡村所代表的农耕文明是现代文明的源头，乡村文明蕴含的家庭伦理、道德规范、风俗

礼仪能够修正现代陌生人社会唯利是图的风气。同时乡村或故乡更是慰藉人们心灵去除在城

市异乡无所依靠或者内心不安的一个出口，更寄托了一代又一代人的乡愁。90 后用微镜头

记录下真实的乡村图景也正是希望将乡村的美好定格，将乡愁留下。因此，乡村振兴要实现

农业农村全面的振兴，就必须寻找到乡村发展的根源，找到乡村文化精髓所在，让文明回乡，

通过文明回乡实现乡村振兴。

当然不可否认，目前，在不少偏远的地方，还存在许多根深蒂固的落后观念和习俗习惯，

以及脏乱差的农村环境，但恰是如此才更需要乡村文化的复归，涤荡禁锢的文化枷锁，整治

不良的人居环境，让农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因此，只有通过“小村规”，

才能实现农业、农民、农村的全面振兴，才能让乡村振兴之路走得更顺利更宽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