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 年浙江省公务员录用考试 

《申论》考前冲刺试卷一（B 类）答案解析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请参考“给定资料二、

给定资料三”，以社保体系高质量发展为题，写一篇短评。（20 分） 

要求:（1）观点鲜明，⻅解深刻；（2）逻辑清晰，语⾔流畅；（3）字数不超过 400

字。 

【参考解析】 

本题题型为应用写作类，考查考生资料信息整合与对应用文写作逻辑结构掌握的能力。

浙江省考和事业单位联考都多次出现过，资料信息量大，文章内容逻辑有时候也较复杂，考

生对此类题型要多加关注。拿到题时，对资料逻辑的剖析要清晰。 

题干为“以社保体系高质量发展为题，写一篇短评。”首先，题干中给定了两处有效信息，

一是应用文的主体部分是围绕着社保体系的高质量发展展开的，那么此时，我们在资料中找

点的方向基本就确定了，只要是和当前社保体系相关的内容，皆可做重点关注，尤其是涉及

到关于社保体系的地位、发展取得的成绩，认清和社保体系是如何高质量发展相关的内容即

可；二是关于应用文的标题，题干已经给定，即“社保体系高质量发展”，直接摘抄即可，不

需要改动，以免不合题意。此外，注意在写作时，要先规划好文章的逻辑，开头主体和结尾

都以什么内容为主，并且在形式上要以总括句+具体内容展开的形式分段进行呈现。 

【参考答案】 

社保体系高质量发展 

社会保障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平、增进人民福祉的基本制度保障，是治国安

邦的大问题，改革开放后，我国稳步推进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 

建设成绩斐然，带动小康促发展。社会保障体系基本框架形成，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

协同性进一步增强；社保覆盖范围持续扩大，基本实现应保尽保；社会保障水平与经济发展

不断适应，各项社会保障待遇稳步提高；社保经办数字化转型，社保治理效能、服务水平全

面提升。 

稳中求进，织密社保安全网。顺应数字化发展趋势，积极探索实践，提高社会保障管理

精细化程度和服务水平；坚持系统集成、协同高效，推进社会保障制度统一性和规范性改革；



深化改革创新，按照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总体方案，有步骤地推进任务落实；健全法治保障，

稳步推进社保体系建设。 

要持续深化认识，把握规律，统筹协调，争取新成效。 

【评分标准】 

社保体系高质量发展（2 分） 

社会保障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平、增进人民福祉的基本制度保障，是治国安

邦的大问题，改革开放后，我国稳步推进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2 分） 

建设成绩斐然，带动小康促发展。（2 分）社会保障体系基本框架形成，改革的系统性、

整体性、协同性进一步增强；（2 分）社保覆盖范围持续扩大，基本实现应保尽保（1 分）；

社会保障水平与经济发展不断适应，各项社会保障待遇稳步提高（1 分）；社保经办数字化

转型，社保治理效能、服务水平全面提升（1 分）。 

稳中求进，织密社保安全网。（2 分）顺应数字化发展趋势，积极探索实践，（2 分）

提高社会保障管理精细化程度和服务水平（2 分）；坚持系统集成、协同高效，推进社会保

障制度统一性和规范性改革；深化改革创新，按照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总体方案，有步骤地推

进任务落实（1 分）；健全法治保障，稳步推进社保体系建设（1 分）。 

要持续深化认识，把握规律，统筹协调，争取新成效。（1 分） 

 

二、根据“给定资料四、给定资料五”，就我国文化高质量发展的相关内容写一篇简报，

呈送给相关部门领导参阅。（30 分） 

要求：（1）紧扣资料，内容明确；（2）条理清晰，表述简洁；（3）字数不超过 500 字。 

【参考解析】 

本题考查的是应用文写作，简报属于事务性文书的写作范畴。格式为：标题+正文。 

关于标题的书写方式一般采用“关于+事由+的+文种”，在题干未给出特定标题的情况下，无

需将题目复杂化，实际上用简单通俗易懂的词汇表明内容才是作答的核心。简报在内容上可

以分为“开头+主体+结尾”，具体写作内容需围绕“我国文化高质量发展”的具体成绩、当下文

化发展过程存在的问题及文化未来发展的建议这几个维度来展开，资料中成绩、问题、建议

是相互交叉，需要考生结合资料细致梳理，方可不遗漏答案要点。 

【参考答案】 

关于我国文化高质量发展的简报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将高质量发展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具体情况如下： 

一、成绩：1.坚定文化自信，增进文明交流互鉴。各地博物馆假期共接待游客达历史同

期最高水平,在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基础上，注重文物价值挖掘阐释，

讲好中国故事，让文物活起来。2.推出多个展览，感受传统和现代、过去和未来的交融。深

入推进展陈体系、传播体系、服务体系、管理体系建设。 

二、问题：1.文化产业发展面临意识形态竞争加剧、海外市场受挫、文化需求趋缓。2.

产业基础薄弱，产业总产量偏小。3.文化产业的结构与布局不合理。4.我国文化产业管理体

制，政策，法规尚不完善。 

三、建议：1.坚持文化聚魂，夯实团结奋斗的思想根基。不断推动理论武装走深走实、

核心价值入脑入心、文明创建提质提效。2.擦亮文化品牌，展示城市形象。把文化传承与推

动高质量发展相结合，着力打造历史文脉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文化名城，让城市形象更加

深入人心。3.坚持守正创新、双效统一根本原则的前提下，把握内外循环的差异性，通过多

种路径实现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以上内容，谨供领导参考。 

【评分标准】 

关于我国文化高质量发展的简报（2 分）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将高质量发展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具体情况如下：（2 分） 

一、成绩：1.坚定文化自信，增进文明交流互鉴。（1 分）各地博物馆假期共接待游客

达历史同期最高水平,在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基础上，注重文物价值挖

掘阐释，讲好中国故事，让文物活起来。（3 分）2.推出多个展览，感受传统和现代、过去

和未来的交融。深入推进展陈体系、传播体系、服务体系、管理体系建设。（2 分） 

二、问题：1.文化产业发展面临意识形态竞争加剧、海外市场受挫、文化需求趋缓。（2

分）2.产业基础薄弱，产业总产量偏小。（2 分）3.文化产业的结构与布局不合理。（2 分）

4.我国文化产业管理体制，政策，法规尚不完善。（2 分） 

三、建议：1.坚持文化聚魂，夯实团结奋斗的思想根基。（1 分）不断推动理论武装走

深走实、核心价值入脑入心、文明创建提质提效。（2 分）2.擦亮文化品牌，展示城市形象。

（1 分）把文化传承与推动高质量发展相结合，着力打造历史文脉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文

化名城，让城市形象更加深入人心。（4 分）3.坚持守正创新、双效统一根本原则的前提下，

把握内外循环的差异性，通过多种路径实现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3 分） 



以上内容，谨供领导参考。（1 分） 

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请结

合对这句话的理解，参考给定资料，联系实际，自选角度，自拟题目，写一篇文章。（50 分） 

要求:（1）主旨明确，结构完整，思路清晰；（2）内容充实，论述深刻，语言流畅；（3）

不拘泥于给定资料；（4）字数 1000—1200 字。 

【试题解析】 

本题为议论文写作，当题干中要求考生通过阅读资料自选角度立意去拟定题目时，有三

项注意事项，一是立意要紧密贴合资料，切勿脱离资料；二是资料范围大，并不意味着可以

随便发挥，命题人在题干中已经给定了写作方向，考生们在立论时，要囊括命题人的给定提

示。三是立论小技巧，当资料中出现了总分结构关系的时候，我们其实只需要关注案例的总

结句，定位首位，看资料是否对它进行总结。那我们在阅读资料之前，先关注题干信息，这

句话强调了想要发展现代化主义高质量是关键，那就说明高质量发展是我们这篇文章的核心

重点，然后我们可以回到资料，发现资料高频信息都是在说高质量发展，所以我们完全可以

定位总论点就是高质量发展这个词，分论点我们可以整合全部资料，从绿色、创新、民生方

面入手进行论述即可。 

【参考范文】 

推动高质量发展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

展是“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关系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是指导未来经济发展思路、

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只要有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

发展，才能真正赢得经济发展之未来。 

掌好“绿色发展”之舵，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找准方向。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习近平

总书记反复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山水林田湖草沙是一个生命共同体，要一体化

保护和系统治理。推进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构建生态安全屏障体系。建国初

期，国家经济处于缓慢的复苏期，盲目追求 GDP 的高速增长，以经济论政绩，以发展论英

雄，导致自然资源被过度开采，环境污染问题与日俱增，求得了经济，败坏了家园。步入经

济发展的新常态后，人口红利、资源要素逐渐枯竭，面对发展的新要求，唯有转变发展理念，

以绿色发展为手段，才能补短板强优势，聚焦聚力，实现突破。坚持高质量发展，树立正确

生态观，转变发展方式，加快生态治理，共建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家园！ 



扬好“创新发展”之帆，让经济高质量发展廓清思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创新

指明发展的方向，决定发展的进程，让未来充满希望。二战结束以来，开启工业化进程甚至

短暂跨过中高收入门槛的国家很多，但真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发达国家的只有少数，

这些国家无不在全球创新和产业链分工中占据关键位置。从被贴上廉价、低端标签的中国制

造到异军突起、享誉世界的中国质造，华丽转身的背后反映出近些年来中国秉持新发展理念

主动提升质量和效益所作出的努力。企业唯有在创新上下文章，做功夫，慢工出细活，掌握

核心技术才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助力企业乃至整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因此，对于国家

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唯有坚持不懈地做好自主创新，方可成就一番伟业。 

用好“民生为本”之桨，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摆平困难。人是经济体系的基本组成部分，涉

及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人民既是消费主体，又是生产和创新的主体，是最具活力的生产要

素。满足人民需要是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也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力量。立足新阶

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日益显现，收入差距大，

贫富差异明显，激化的不同阶层的社会矛盾；物质生活的富足与精神生活的贫瘠，让承受巨

大生活压力的人们难以获得幸福感；城乡、区域发展不协调，使得社会两极分化严重……实

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位置上，我们必须坚持通过推动高质量发展，通过 14 亿

多人共同努力，一起迈入现代化。高质量发展即推动了民生改善，也得益于民生改善。因此，

高质量发展不仅仅体现在经济增速指标上，更体现在点点滴滴的民生改善中。 

大道至简，实干为要。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号”巨轮

必须面对也一定要驶过的关口。前方的航道上，或许险象环生，或许危机四伏，但只要真抓

实干、求真务实，以高质量发展的新成效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 

【评分标准】 

依据评价要素，共划为五个等次。 

评价要素：①题意要素；②写作能力要素，包括观点、内容、结构、语言等方面。 

一等（41—50 分）完全符合答题要求。围绕“高质量发展”切合题意；能围绕“民生、绿

色、创新、协调、共享、开放”角度进行论述，内容充实，联系实际，举例贴切；思路明晰，

结构严谨，层次清晰；语言流畅，书写规范工整；不足 1000 字不能进一等。以 45 分为基准，

适当浮动。基本具备以上条件者，可获基准分；某一方面比较突出的，适当加分；反之，酌

情减分。 

二等（31—40 分）符合答题要求。围绕“高质量发展”符合题意；能围绕“民生、绿色、

创新、协调、共享、开放”角度进行论述，内容充实，能够联系实际，举例适当；思路清楚，



结构完整，层次清楚；语言通顺，书写规范工整；不足 1000 字不能进二等。以 35 分为基准，

适当浮动。基本具备以上条件者，可获基准分；某一方面比较突出的，适当加分；反之，酌

情减分。 

三等（21—30 分）基本符合答题要求。围绕“高质量发展”基本符合题意；能围绕“民生、

绿色、创新、协调、共享、开放”类似角度进行论述，有一定内容，联系实际不足，举例不

当；思路基本清楚，结构基本完整；语言基本通顺，书写基本规范；不足 800 字不能进三等。

以 25 分为基准，适当浮动。基本具备以上条件者，可获基准分；某一方面略好，适当加分；

反之，酌情减分。 

四等（11—20 分）不符合答题要求。偏离题意，没有围绕“高质量发展”；没围绕“民生、

绿色、创新、协调、共享、开放”角度进行论述，内容空泛，没有联系实际，缺少例证；思

维混乱，结构基本完整；语言不通顺，有语病，书写不规范；不足 600 字不能进四等。以 15

分为基准，适当浮动。基本具备以上条件者，可获基准分；某一方面略好，适当加分反之，

酌情减分。 

五等（0—10 分）完全不符合答题要求。没有围绕“高质量发展”，角度没有围绕“民生、

绿色、创新、协调、共享、开放”等，按五等赋分。背离题意；拼凑材料；基本上是搬用给

定资料；分条列项、提纲式或简答式，不成文；以 5 分为基准，适当浮动。答卷中出现以上

情况之一者，得基准分；某一方面略好的，适当加分；反之，酌情减分。 

其他事项：缺少标题，扣 2 分；明显与主题无关的题目扣 1 分；错别字较多，标点符号

不规范，酌情扣分，最多扣 2 分；特殊试卷，提交专家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