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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题一

【材料】

近年来，中国政府提出要大力推行“互联网+政务服务”，以互联网思维促进信息技术与

政府管理深度融合，推动经济发展提质增效和转型升级。新时期，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

主线，依托“互联网+”开展政府管理创新，破解政府管理领域难点痛点堵点，这是各级政

府需要大力推进的工作，更是电子政务管理者需要重点研究的命题。

当前在我们政府管理当中存在两大常见的问题：

第一证明“我妈是我妈”是当前中国政务服务存在不足之处的一个剪影，导致这一问题

的重要原因是政务服务的数据分散在各处，申请人、审批部门、评审机构、中介机构等都掌

握相关环节中的部分内容，不同主体之间存在较为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交易成本很高。

第二“把该放的权力放掉，把该管的事务管好”。新一届政府成立以来,“简政放权”步

伐迅速，“加强监管”雷厉风行:改变管理方式，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发现问题必须叫停、

处罚。那么如何能够在简政放权的同时提升管理效率，提高监管质量，成为了政府运行中的

难题。

而这两大问题刚好可以借助于“互联网+”可以得以解决。

【题目】

请参考给定材料，结合实际，以“‘互联网+’推进政府管理创新”为题，写一篇议论

文。

要求：①观点正确,内容充实,结构完整；②条理清楚,语言流畅,卷面整洁；③字数 800

字左右。

【解析】

一、审题：确立中心论点

审题是议论文写作的逻辑起点，是确保考生紧扣题意，不偏题、不跑题的关键环节。审

题的目的就在于结合材料确定中心论点。对于给材料的议论文写作来说，审题包括两个环节：

审题干与审材料。

1. 审题干

题干要求结合实际，以 “‘互联网+’推进政府管理创新”为题，写一篇议论文，那么

这篇文章的中心论点就是“‘互联网+’推进政府管理创新”，围绕互联网+与政府管理创新之

间的关系展开。

“‘互联网+’推进政府管理创新”是我们要写的主题，如何选取论证角度需要我们进一

步通过材料去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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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要求来看，题目要求“观点明确，内容充实，结构完整”，因此文章要保证议论文的

基本结构，即立论、本论与结论。其中立论点明中心论点，本论部分结合材料，从多角度对

话题进行探讨，最后结论总结提升。同时，充实的文章还应做到论据丰富，包括理论论据与

事实论据，但是若考生只顾论据的堆砌，缺乏分析与演绎，则会酌情降档或扣分。“条理清

楚，语言流畅，卷面整洁”，因此考生应当做到表达连贯、流畅，且句子之间环环相扣，避

免出现逻辑漏洞，最后卷面需保持整洁，卷面的涂画也会酌情扣分。

2. 审材料

通过审题干，我们解决了文章中心论点应该是什么的问题，那么接下来就必须通过审材

料，来进一步明确对材料的态度。

材料段落一点明了“互联网+政务服务”的重要性。

材料段落二、三、四、五介绍了 “互联网+政务服务”可以破解“我妈是我妈”和“简

政放权”两大问题。

通过对材料的梳理，最终我们从题干与材料推导出以下几个有效信息：

①“互联网+”实现政府管理的信息共享；

②“互联网+”加强政府管理的有效监督。

二、分论点设计

中心论点：“互联网+”推动政府管理创新。

分论点 1：依托“互联网+”开展政府管理创新，有利于实现信息共享。

分论点 2：依托“互联网+”开展政府管理创新，有利于拓宽交流渠道。

分论点 3：依托“互联网+”开展政府管理创新，有利于实施有效监管。

三、分论点段落展开示例

依托“互联网+”开展政府管理创新，有利于拓宽交流渠道。【分论点】目前政府除了

通过网站交流平台倾听百姓心声，新兴媒体—微信公众平台、政务微博这些在互联网下的交

流渠道也在实现政府和民众零距离沟通上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现状描述】辽宁科技工

作在此方面做了大量探索和实践，在辽宁科技信息网、辽宁科技微博等政务公共平台相继开

通运行后，于去年 3 月又注册认证了辽宁省科技系统微信公众账号“科技辽宁”。此账号是

由辽宁省科技厅主办的公益服务账号，旨在让用户了解辽宁省重要科技工作动态，而用户也

能够在公众号的后台提供自己的想法，进一步实现辽宁政府和人民的双向沟通。【举例论证】

所以说要想更好的听取民意和民众更好的交流，政府管理必然要结合互联网。【总结】

【范文】

“互联网+”推进政府管理创新

习总书记曾说：“政府部门要通过移动互联网走群众路线，善用网络是领导干部做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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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基本功。”可见，互联网技术在政府管理中也能起到推动作用。政府可以借用互联网及

时了解民众需求和信息，同时还能畅通民众和政府的执政渠道，能够更好地推动政府治理不

断创新，所以将互联网和政府管理融合是时代发展的趋势。

依托“互联网+”开展政府管理创新，有利于实现信息共享。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政

府的管理工作需要统筹整合建设政务服务数据共享交换体系，统一管理政务信息资源目录，

实现与人口、法人、空间地理、电子证照、社会信用等基础信息库和业务信息库的联通，逐

步推进各级共享交换平台对接，支撑政务信息资源跨部门、跨层级、跨区域互通和协同共享。

而这些全部都需要借助于将政府管理和互联网相连接，只有连网成功才能实现信息实时更新，

无延时得共享，从而让政府管理更加严谨。

依托“互联网+”开展政府管理创新，有利于拓宽交流渠道。目前政府除了通过网站交

流平台倾听百姓心声，新兴媒体—微信公众平台、政务微博这些在互联网下的交流渠道也在

实现政府和民众零距离沟通上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辽宁科技工作在此方面做了大量探索

和实践，在辽宁科技信息网、辽宁科技微博等政务公共平台相继开通运行后，于去年 3 月又

注册认证了辽宁省科技系统微信公众账号“科技辽宁”。此账号是由辽宁省科技厅主办的公

益服务账号，旨在让用户了解辽宁省重要科技工作动态，而用户也能够在公众号的后台提供

自己的想法，进一步实现辽宁政府和人民的双向沟通。所以说要想更好的听取民意和民众更

好的交流，政府管理必然要结合互联网。

依托“互联网+”开展政府管理创新，有利于实施有效监管。随着跨区域、跨行业经营

的多元化市场格局形成，新技术、新业态、新产业、新模式不断出现，传统经验判断和普遍

撒网的监管模式已经无法满足互联网时代的监管需求。促进政府管理的改革，就要切实做好

放管结合，而市场对于政府管理的监管能否到位，直接关系到改革的成败。要想将改革持续

下去必然要在政府的监管上结合互联网，充分发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在市场监管的作

用，变人为监管为数据监管、事后监管为过程监管、单一监管为协同监管，真正做到公正监

管、综合监管、审慎监管，确保“管得好、管到位”，实现行业自律和社会共治，促进政府

管理的创新。

当下是互联网时代，政府管理应当紧跟时代潮流，以互联网+推动政府管理创新，更好

地服务于民。

例题二

【材料】

故宫博物院官方出品的《皇帝的一天》APP，它可以带领孩子深入清代宫廷，了解皇帝

一天的衣食起居、办公学习和休闲娱乐。采用有趣的交互式地图，并结合解密、收集等流行

的游戏元素，玩家需要不断完成各种任务才能进入下一个生活场景，从而玩转养心殿、乾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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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御花园、畅音阁等重要建筑，探寻皇帝在紫禁城里一天的生活轨迹。

故宫出版社发布了《谜宫·如意琳琅图籍》，这是一本书，也是一个手机解谜游戏，以

中囯传统古籍的承载形式，讲述故宫的历史故事，破解纯正的中囯文化元素谜题。随书有 18

样附件：毛笔、抄经帖、书签、洒金信笺、剪纸、乾隆年间紫禁城全图、宝泉局乾隆通宝……

它们不仅是解密的辅助道具和线索，也是富有意义的文化记忆。

无论是《皇帝的一天》还是《谜宫·如意琳琅图籍》，都将现代元素和传统文化融合在

一起，以喜闻乐见的方式让当代年轻人在潜移默化中学习并传承中国的传统文化。

【题目】

请参考给定材料，结合实际，以“为传统文化注入新元素”为题，写一篇议论文。

要求：①观点正确,内容充实,结构完整；②条理清楚,语言流畅,卷面整洁；③字数 800

字左右。

【解析】

一、审题：确立中心论点

审题是议论文写作的逻辑起点，是确保考生紧扣题意，不偏题、不跑题的关键环节。审

题的目的就在于结合材料确定中心论点。对于给材料的议论文写作来说，审题包括两个环节：

审题干与审材料。

1. 审题干

题干要求结合实际，以“为传统文化注入新元素”为题，写一篇议论文，那么这篇文章

的中心论点就是“为传统文化注入新元素”，围绕传承传统文化与时尚元素之间的关系展开。

“时尚元素注入传统文化”是我们要写的主题，如何思考传统文化与时尚元素之间的关

系，时尚元素为什么能够弘扬文化，又怎么利用时尚弘扬文化，如何选取论证角度需要我们

通过材料去明确。

从要求来看，题目要求“观点明确，内容充实，结构完整”，因此文章要保证议论文的

基本结构，即立论、本论与结论。其中立论点明中心论点，本论部分结合材料，从多角度对

话题进行探讨，最后结论总结提升。同时，充实的文章还应做到论据丰富，包括理论论据与

事实论据，但是若考生只顾论据的堆砌，缺乏分析与演绎，则会酌情降档或扣分。“条理清

楚，语言流畅，卷面整洁”，因此考生应当做到表达连贯、流畅，且句子之间环环相扣，避

免出现逻辑漏洞，最后卷面需保持整洁，卷面的涂画也会酌情扣分。

2. 审材料

通过审题干，我们解决了文章中心论点应该是什么的问题，那么接下来就必须通过审材

料，来进一步明确对材料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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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段落一介绍了故宫的《皇帝的一天》APP，可以带领孩子深入清代宫廷，了解皇帝

一天的衣食起居、办公学习和休闲娱乐。

材料段落二介绍了故宫的《谜宫·如意琳琅图籍》，是富有意义的文化记忆。

材料段落三总结这两种方式都将现代元素和传统文化融合在一起，发扬了传统文化。

通过对材料的梳理，最终我们从题干与材料推导出以下几个有效信息：

①将时尚元素和传统文化融合在一起，让年轻人更加直观了解传统文化；

②将时尚元素和传统文化融合在一起，让年轻人在潜移默化中学习并传承中国的传统文

化。

二、分论点设计

中心论点：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弘扬其文化内涵和精神内核，为文化注入时尚元素，创新形

式让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流行并重新散发光芒。

分论点 1：创新方式，时尚元素让大众接触有活力的传统文化。

分论点 2：创新媒介，为传统文化注入时尚元素需要技术助力。

三、分论点段落展开示例

创新方式，时尚元素让大众接触有活力的传统文化。【分论点】“千里莺啼绿映红，水

村山郭酒旗风。”杜牧《江南春》中描绘的景再美它也是文字，是缺少生命力与吸引力的。

相反，如果用 VR 技术让青少年置身杜牧笔下美如画的场景，就能赋予文字以活力让青少年

有更好视听感观。【对比论证】同样，故宫出品的《皇帝的一天》APP 以及《谜宫·如意琳

琅图籍》，将故宫文化融入到游戏之中，让青少年在图片、视频、剧情中体验最直接最有活

力的文化，【举例论证】利用时尚元素能够让青少年在娱乐时潜移默化的学习和传承中华传

统文化。【结论】

【范文】

为传统文化注入新元素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了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是民族的精神命脉。十八大以来，

习总书记特别强调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然而我们不能忽视，在青少年印象中，传统文

化是保守的、陈旧的，尤其在数字化科技时代，传统文化更是缺少吸引。并非传统文化本身

没有吸引力，更多的是青少年接触传统文化渠道缺乏活力。因此，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弘扬

其文化内涵和精神内核，为文化注入时尚元素，创新形式让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流行并重新

散发光芒。

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是对文化的保护，重点是传承，难点也是传承。数字化时代，

科技日新月异，传统文化历史久远与当下社会利用互联网以及数字化技术带来的视觉感官刺

激娱乐方式相比，传统文化是保守、高冷的，给人以传统文化离我们生活甚远的感觉，也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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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对传统文化并不感兴趣。如何弘扬和传承传统文化，让青少年在当下时代潮流中承担

起重担，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文明传承，时尚元素让大众接触有活力的传统文化。“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

风。”杜牧《江南春》中描绘的景再美它也是文字，是缺少生命力与吸引力的。相反，如果

用 VR 技术让青少年置身杜牧笔下美如画的场景，就能赋予文字以活力让青少年有更好视听

感观。同样，故宫出品的《皇帝的一天》APP 以及《谜宫·如意琳琅图籍》，将故宫文化融

入到游戏之中，让青少年在图片、视频、剧情中体验最直接最有活力的文化，利用时尚元素

能够让青少年在娱乐时潜移默化的学习和传承中华传统文化。

创新媒介，为传统文化注入时尚元素需要技术助力。对文化而言，新技术不仅是文化生

产的要素和载体，也形成新的文化业态，进而塑造文化新生态，开辟文化创造新语境。时代

变化发展了，科技时代的青少年生活环境改变了，没有科技感的传统文化是没有活力的，仅

仅只是文字的描述、历史物件的陈列是不足以吸引到广大青少年的。相反，无论是张艺谋在

景区打造印象刘三姐、印象丽江等，还是从具有敦煌壁画元素的 T 台时装秀，都是利用科技

将时尚时代流行元素注入到了传统文化，利用科技为传统文化传播打开新视窗。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今天，技术的飞速发展丰富了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各种流行

的时尚元素源源不断地输入传统文化的血液，让其焕发出更新的光彩。传承优秀传统文化，

弘扬其文化内涵，需要用科技为文化注入时代潮流元素。以传统为骨，以创新为魂，以喜闻

乐见的方式让当代年轻人在最直接体验之中潜移默化学习并传承中国的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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