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 年浙江省公务员录用考试 

《申论》考前冲刺试卷二（A 类）答案解析 

一、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有关部门拟召开一场以“走进新时代的沪产电视剧”

为主题的经验交流会。请你根据“给定资料一”，撰写一份发言提纲。（20 分） 

要求：（1）紧扣资料，格式正确；（2）条理清晰，层次分明；（3）不超过 300 字。 

【试题解析】 

本题为应用写作类题目，测查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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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信息量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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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阅读题干时，要充分剖析题干成分，掌握题干的关键信息。 

题干要求我们写“以走进新时代的沪产电视剧为主题的经验交流发言提纲”，首先，题

干中明确了写作的文种是发言提纲，那么格式上也要注意分条，以要点形式罗列，主要包括

标题、开头、正文、结语四个部分，按照固定的格式写作即可；其次，是题干中明确了写作

的主题是“走进新时代的沪产电视剧”经验交流，那么围绕经验交流展开，应用文写作的主

要内容逻辑可以有个大概的推断，即开头以沪产电视剧的相关现状或者重要性引入，主体部

分以沪产电视剧发展的经验为主，也就是找相关的做法；结语部分再视文章内容而定，如果

没有总结性内容，字数不够即自己简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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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展开的形式分段进行呈

现。 

【参考答案】 

解密沪产电视剧的成功之道（提纲） 

一、开头：沪产电视剧曾代表国内电视剧创作的主流。进入新时代，其创作为中国式现

代化鼓与呼，增强了人民的精神力量。 

二、经验：1.强化多元选题，讲好中国故事。聚焦重大现实题材、科幻题材等，全方位

全景式展现立体中国、时代中国。2.立足人民导向，展现都市风貌。坚持深度挖掘都市生活，

以小见大反映时代巨变、描绘时代精神、完成情感表达；3.注重二次创作，改编文学作品。

将优秀文学作品通过影视二次创作搬上荧屏，提升影响力；4.坚持守正创新，紧跟时代潮流。

注重创制手法的创新探索，准确把握传承和创新的关系，正确运用新技术、新手段、新场景。 



三、结语：新时代十年沪产电视剧硕果累累。新征程上，上海广电系统和行业将继续奋

勇前行。 

【评分标准】 

解密沪产电视剧的成功之道（提纲）（1分） 

一、开头：沪产电视剧曾代表国内电视剧创作的主流。进入新时代，其创作为中国式现

代化鼓与呼，增强了人民的精神力量。（2分） 

二、经验：1.强化多元选题，讲好中国故事。（2分）聚焦重大现实题材、科幻题材等，

全方位全景式展现立体中国、时代中国。（2分）2.立足人民导向，展现都市风貌。（2分）

坚持深度挖掘都市生活，以小见大反映时代巨变、描绘时代精神、完成情感表达；（2 分）

3.注重二次创作，改编文学作品。（2分）将优秀文学作品通过影视二次创作搬上荧屏，提

升影响力；（2 分）4.坚持守正创新，紧跟时代潮流。（2 分）注重创制手法的创新探索，

准确把握传承和创新的关系，正确运用新技术、新手段、新场景。（2分） 

三、结语：新时代十年沪产电视剧硕果累累。新征程上，上海广电系统和行业将继续奋

勇前行。（1分） 

 

二、农业农村现代化是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请你根据“给定资料二、三”，以

“用智慧农业为农业发展提质增效”为题，向农村群众和农业企业写一篇短评。（30 分） 

要求：（1）结构完整，条理清晰；（2）具有感染力；（3）字数不超过 600 字。 

【试题解析】 

本题为应用写作类题目，测查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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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信息量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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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干要求以“用智慧农业为农业发展提质增效”为题，向农村群众和农业企业写一篇短

评。从文种上来看，格式主要包含标题和正文两个部分，注意正文部分包含开头主体和结尾。

内容上，我们需要围绕着“智慧农业为农业发展提质增效”这个话题阐发论述，其中，开头

基本以背景性的内容为主，结合题干提示可以得出开头的内容应以智慧农业发展的相关背景

为主，因此留意资料中关于其发展的要点即可；主体部分需要我们结合题干和材料信息分辨，

一般有两种可能，要么是智慧农业是怎么为农业发展提质增效的，即做法；要么是智慧农业

给农业发展带来了怎样的质效，即效果为主，根据资料的主要内容分辨即可，找到要点之后

按照总括句+具体展开的形式分段进行呈现。结尾部分结合资料的内容进行总结，如果资料



没有合适的内容就自己组织语言总结。短评的难度一般较大，需要大家在落笔之前提前布局。 

【参考答案】 

用智慧农业为农业发展提质增效 

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现代化，数字化、智能化是农业发展的重要路径。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数字农业农村建设，先后多次提出要加快发展智慧农业，在农业农村

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其必要性逐渐显现。 

智慧农业以数字化方式促进农业绿色生产。化肥农药等传统技术要素投入对农业生产效

率的带动效应日趋递减，同时，粗放型投入的消极影响正在日益显现。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

的智慧农业通过数字化改造为农药化肥的精准利用，农业绿色低碳发展奠定了基础。 

智慧农业以智能化应对劳动力结构性挑战。农业部门劳动力的老龄化与兼业化趋势更加

显著，农业农村内部呈现出纯农户、高度兼业农户的比例不断下降，非农户的比例不断上升

的现象，伴随着智慧农业的加速部署与深入实践，智能化农业生产体系将农业知识、种植技

能转化为智能操作程序，为实现农业集约化生产提供解决方案。 

智慧农业以定制化满足和拓展多样化需求。以往中国农业发展追求专业化生产和规模化

效益，着重改造传统农业生产技术。智慧农业可以改善产品同质化现象，提高农业生产者准

确把握低频或个性化需求的能力，不断催生新业态，进一步开发农业的多元属性,延长产业

价值链，促进产业深度融合。 

要加快智慧农业的布局应用，以良好基础设施为支撑，因地制宜开展土地宜机化改造，

推动乡村振兴跑出“加速度”。 

【评分标准】 

用智慧农业为农业发展提质增效（2分） 

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现代化，数字化、智能化是农业发展的重要路径。（2分）党的十

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数字农业农村建设，先后多次提出要加快发展智慧农业，

在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其必要性逐渐显现。（2分） 

智慧农业以数字化方式促进农业绿色生产。（2分）化肥农药等传统技术要素投入对农

业生产效率的带动效应日趋递减，同时，粗放型投入的消极影响正在日益显现。（2分）基

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智慧农业通过数字化改造为农药化肥的精准利用，农业绿色低碳发展奠

定了基础。（2分） 

智慧农业以智能化应对劳动力结构性挑战。（2分）农业部门劳动力的老龄化与兼业化

趋势更加显著，（2分）农业农村内部呈现出纯农户、高度兼业农户的比例不断下降，非农



户的比例不断上升的现象，（2分）伴随着智慧农业的加速部署与深入实践，智能化农业生

产体系将农业知识、种植技能转化为智能操作程序，为实现农业集约化生产提供解决方案。

（2 分） 

智慧农业以定制化满足和拓展多样化需求。（2分）以往中国农业发展追求专业化生产

和规模化效益，着重改造传统农业生产技术。（2 分）智慧农业可以改善产品同质化现象，

提高农业生产者准确把握低频或个性化需求的能力，不断催生新业态，（2分）进一步开发

农业的多元属性,延长产业价值链，促进产业深度融合。（2分） 

要加快智慧农业的布局应用，以良好基础设施为支撑，因地制宜开展土地宜机化改造，

推动乡村振兴跑出“加速度”。（2分） 

 

三、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的发展中国式的现代化”，对此，你有怎样

的思考？结合“给定资料”，联系实际，自选角度，自拟题目，写一篇议论性文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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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题为资料论述性文章写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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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人在字里行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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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立论中包含资料中反复出现的高频词时，可以最大程度

避免偏题问题。本题的高频词汇可以从“中国式现代化”入手，围绕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展开

论述，比如立论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分论点可以从“担当”“创新”等方面找取（也可适

当结合材料内容找取其他角度呈现），就可以将立论和分论点有效结合，从而形成完整的论

述性文章。 

【参考范文】 

中国 以全方面现代化先行 

与其说中国现代化是一种理论，不如说是一种践行。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中国

式现代化是党带领人民在探索和实践中，付出了巨大代价所取得的成果。望眼下，数十载惊

涛拍岸，九万里风鹏正举，江河冲开绝壁夺隘而出，积聚千里奔涌、万壑归流之洪荒伟力……

覆盖全方位现代化发展于内，创造大格局现代化于外，中国式现代化正在彰显“中国之义”。 



从中国式现代化中破解全方位难题，进而彰显“创新”之义。万难之难，在于人口数

量庞大、结构复杂，这从客观上表明我国整体迈进现代化所面临的形势任务极具复杂性，故

必须做好应对各种困难的准备，坚持稳中求进，以进寻求创新。于眼下，我国打赢脱贫攻坚，

党率领人民全面步入小康，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性的成就——广东将推进 20 个战略性产业集

群建设；山东强调绿色低碳、节约集约；吉林计划 2023 年培育国家级、省级专精特新“小

巨人”企业共 300 多家；重庆提出加快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支持“首店经济”“首

发经济”发展……中国式现代化体现在全方位、各领域，经济总量稳步上升，2023 年全年

经济总量预计 22.23 亿美元，我国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世界第十二位，中国高铁、第三代核电、

载人航天、北斗导航等大国重器成为国家新名片；创新协同生态发展格局，京津冀协同发展、

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等区域重大战略，引领我国区域发展发生历史性变化、取得历史性成就…… 

从中国式现代化中破解全方位难题，进而彰显“担当”之义。中国作为第一大发展中

国家，在经济总量、政务协同、文史发展的显现实力的同时，逐步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面对逐步变暖的全球生态恶化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现代化，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中国

式现代化是通过生态文明建设来实现的“绿色现代化”道路，极大地丰富了现代化内涵，既

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为人类的绿色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面对不稳

定的多边局面，习近平总书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视野，着眼于人类前途命运，提出的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不仅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贡献了中国方案，而且也掷

地有声地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立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是中国

千年来和平发展的文化记忆，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拓展了新的路径，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搭

建了广阔的平台……我们正在以担当和使命向世界宣告什么叫做中国。 

“路虽远，行则将至”，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全方位的现代化，并非就国内发展

而言，而是要求中国以担当和责任心系民生于内、揽责实干于外；提升民众幸福感于内、保

障人民安全感于外……望未来，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进行时，我们要稳中求进、新中取进，

以“大国之义”走好现代化全方位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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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切合题意；能围绕



“担当与创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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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切合题意；能围绕“担

当与创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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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围绕“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切合题意；能

围绕“担当与创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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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切合

题意；围绕“担当与创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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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切合题意；围

绕“担当与创新”角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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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