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 年浙江省公务员录用考试 

《申论》考前冲刺试卷一（C 类）答案解析 

一、“给定资料三”介绍了 L 市“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创新实践，请你归纳其主

要做法。（20 分） 

要求：（1）全面、准确，有条理；（2）字数不超过 350 字。 

【试题解析】 

这是一道概括归纳题。题干明确归纳做法，即要对 L 市行政执法改革创新实践的做法

进行分类，答案要写成“总括句＋具体要点”的形式。根据“给定资料三”，资料第一段是宏

观的背景介绍，接下来每段都分别围绕一个角度介绍具体的做法，考生只需对每段进行要点

提炼，总结关键词句即可。要求也是概括归纳题的常规要求，全面指要点要全面，准确指语

言表达要明确，有条理指形式上要分条列点。 

【参考答案】 

1.精简整合专业执法队伍。保留专业领域执法队伍，规范名称，整合形成队伍框架；更

名区建设稽查执法大队等执法队伍，撤销部分执法队。 

2.优化执法编制资源配置。重新核定编制和编外用工控制数，实行“局队办”合一，调整

优化内部结构；整合执法力量，划转人员编制，推进不同划转同步实施，有效衔接。 

3.组建镇街综合行政执法队。覆盖镇街执法工作，将特定领域内部分行政权下放乡镇，

解决基层问题，稳步推进一支队伍管执法。 

4.推进执法人员下沉镇街。确定区行政执法队伍以不同方式下沉至各镇街，出台管理办

法，在保证人员、考核等机制方面作出科学规定，确保执法力量下沉到位。 

5.印发相关执法指导文件。行政执法部门联合印发指导文件，明确各部门、镇街工作职

责和配合机制，制定执法工作进一步规划。 

【评分标准】 

每个总括句 2 分，采点给分。 

1.精简整合专业执法队伍。（2 分）保留专业领域执法队伍，规范名称，整合形成队伍框

架；（1 分）更名区建设稽查执法大队等执法队伍，撤销部分执法队。（1 分） 



2.优化执法编制资源配置。（2 分）重新核定编制和编外用工控制数，实行“局队办”合一，

调整优化内部结构；（1 分）整合执法力量，划转人员编制，（1 分）推进不同划转同步实施，

有效衔接。 

3.组建镇街综合行政执法队。（2 分）覆盖镇街执法工作，将特定领域内部分行政权下放

乡镇，（1 分）解决基层问题，稳步推进一支队伍管执法。 

4.推进执法人员下沉镇街。（2 分）确定区行政执法队伍以不同方式下沉至各镇街，（1

分）出台管理办法，在保证人员、考核等机制方面作出科学规定，（1 分）确保执法力量下

沉到位。 

5.印发相关执法指导文件。（2 分）行政执法部门联合印发指导文件，（1 分）明确各部

门、镇街工作职责和配合机制，（1 分）制定执法工作进一步规划。（1 分） 

 

二、结合“给定资料一和二”，请你谈一谈对“行政执法工作必须做到‘上与下’、‘专与

通’”的理解。（30 分） 

要求：（1）准确、简明、条理清晰、有逻辑性；（2）字数不超过 500 字。 

【试题解析】 

这是一道词句理解题。解题范围是“给定资料一和二”。要解释的句子“行政执法工作必

须做到‘上与下’、‘专与通’”中存在着两个加了引号、具有特殊含义的词，所以要先“拆句成

词”，将“上与下”“专与通”解释清楚。整句话体现的是行政执法工作的行为原则。回到材料，

“给定资料一”解释了“上与下”“专与通”的具体含义，“给定资料二”则介绍了行政执法工

作之前存在的诸多问题和具体的解决办法。考生可以在进行有效提炼后用来解释这个句子。 

【参考答案】 

“上与下”是指行政管理职能应该收高还是下放基层；“专与通”是指行政执法放到一个综

合部门全面管理，还是放到一个专业部门对应管理。这句话是指行政执法工作要把握好尺度，

做到工作权利分配上下均衡，在综合执法事项的同时保证专业性单独执法。 

行政执法工作存在诸多问题：1.交叉执法、重复执法，存在监管缺失，引发群众不满情

绪。2.行政事务繁琐，基层干部工作压力大，各部门协调效率低、周期长。3.综合执法职能

覆盖面低。 

因此，这就对行政执法队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优化政务职能，将高频执法事项纳入

综合行政执法，进行体制重构、流程再造、多跨协同，从而提高执法效率。2.构建高效协同

的事中事后监管执法体系，融合“县乡一体、条抓块统”改革，完善行政执法体制机制，实现



“审批—监管检查—处罚—监督评价”流程闭环。3.加大数字化改革的牵引作用，整合各级地

市资源，依托共享库，在线审批和处理，为执法人员工作减负。4.打破地市行政壁垒，下沉

执法力量，精简行政执法内容，明确执法覆盖范围，真正做到精确性、专业性执法。 

【评分标准】 

采点给分，做法共计 20 分，考生只要写出意思相近的表达，视其准确程度可酌情给分。 

“上与下”是指行政管理职能应该收高还是下放基层；（2 分）“专与通”是指行政执法放到

一个综合部门全面管理，还是放到一个专业部门对应管理。（2 分）这句话是指行政执法工

作要把握好尺度，做到工作权利分配上下均衡，在综合执法事项的同时保证专业性单独执法。

（3 分） 

行政执法工作存在诸多问题：1.交叉执法、重复执法，存在监管缺失，引发群众不满情

绪。（1 分）2.行政事务繁琐，基层干部工作压力大，各部门协调效率低、周期长。（1 分）

3.综合执法职能覆盖面低。（1 分） 

因此，这就对行政执法队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优化政务职能，将高频执法事项纳入

综合行政执法，进行体制重构、流程再造、多跨协同，从而提高执法效率。（5 分）2.构建高

效协同的事中事后监管执法体系，融合“县乡一体、条抓块统”改革，完善行政执法体制机制，

实现“审批—监管检查—处罚—监督评价”流程闭环。（5 分）3.加大数字化改革的牵引作用，

整合各级地市资源，依托共享库，在线审批和处理，为执法人员工作减负。（5 分）4.打破地

市行政壁垒，下沉执法力量，精简行政执法内容，明确执法覆盖范围，真正做到精确性、专

业性执法。（5 分） 

 

三、行政执法改革的关键是确保基层“有权管”、“赋能管”、“高效管”。请在理解这句

话的基础上，结合资料，写一篇议论文。(50 分) 

要求：（1）自选角度，自拟标题；（2）参考给定资料，不拘于给定资料；（3）观点明确，

内容充实、结构完整；（4）字数 1000—1200 字。 

【试题解析】 

这是一道议论文写作题。题干给到了行政执法改革要达到三个目的，确保基层“有权

管”“赋能管”“高效管”。文章要围绕行政执法改革在基层的做法来写，分论点已经确定好，

就是确保基层“有权管”“赋能管”“高效管”。因此，考生需要阅读资料后确定“有权管”“赋能

管”“高效管”的具体做法。根据“给定资料四”，可以确定“有权管”的具体做法是确保基层实

际权力的分配，而“赋能管”“高效管”则可以根据“给定资料一、二、三”来生发，例如“赋



能”可以理解为“科技赋能”，“高效”可以理解为“精简机构、人员下沉”等，由此确定提纲。 

【参考范文】 

行政执法改革 让基层管理高效透明 

“郡县治，天下安。”基层的行政执法改革关乎浙江的全面深化改革和法治平安建设。如

今，浙江推进基层行政执法改革，在“大综合一体化”指导思想下提出一系列有效举措，着力

解决交叉执法、重复执法的痛点，是破解监管缺位难题的“金钥匙”。为此，行政执法改革

有其必要性，关键是确保基层“有权管”“赋能管”“高效管”。 

强化力量下沉，确保基层“有权管”。基层是整个社会治理的“桥头堡”，是行政执法改革

的“神经末梢”。强化力量下沉到一线，才能确保基层“人力”与“权力”并重，让基层干部如虎

添翼，让基层行政执法如鱼得水。浙江省成为“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的先行省后，相

关部门为此下沉多项执法类事项，让基层执法人员获得相应的执法权限，由从前的“不能

管”“管不了”变为“我来管”“我要管”。如 C 县 Q 镇在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开展后，当地厘清县

级部门和乡镇的权责边界，并建立“一件事”协同办理机制，用“一支队伍管执法”，让每件事

的处理都有了明确归属。可以说，行政执法改革要想在基层治理中发挥作用，首要是赋权。 

深化数字应用，确保基层“赋能管”。以往基层执法中会出现多头重复执法、平台信息

不畅，协同不力等难题，在数字化赋能下迎刃而解。自从 D 县推进执法监管“一件事”建设，

打造“工程渣土监管一件事”和“垃圾分类监管一件事”多跨协同数字化场景应用，为全省数字

化监管应用提供了 D 县样本；M 镇更是依托“数字治理一张图”，积极构建微网格社会治理

共同体、完善风险隐患预警响应机制，形成“群众吹哨、数字预警、警长报道”的数字化、社

会化基层治理新格局。数字化赋能数字化应用场景的构建，通过技术升级，推动基层治理精

准化、精细化和智慧化，是打破部门壁垒，实现整体智治的重要契机。 

强化配套保障，确保基层“高效管”。“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基层工作多、杂、

难，唯有强化配套保障“卸包袱”，才能真正提升执法效能。L 市 L 区就在将全区 60%左右的

执法人员下沉基层的同时，在规范干部管理、完善考核激励等方面均作出了科学的规定，以

机制完善促改革落地。浙江全省各地均有作为，为了提高执法效能，将不同部门不同领域的

改革结合起来，构建起整体式协同式的治理体系。通过制度完善、流程规范和保障下倾，进

一步激发基层活力、增强改革动力，为加强基层治理能力建设营造良好环境。 

“改革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浙江持续深化“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提升基

层治理效能，真正做到基层“有权管”，彰显改革意识和担当意识；真正做到基层“赋能管”，

体现整体智治的精细化；真正做到“高效管”，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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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合题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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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题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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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为基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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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符合题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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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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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以下情况之一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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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