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 年浙江省公务员录用考试 

《申论》考前冲刺试卷二（B 类）答案解析 

一、假如你是 T 村的大学生村官，请根据“给定资料二”，为政府公众号写一篇短文，

用来介绍推广 T 村打造槜李这个“IP”的经验。(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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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 字。 

【试题解析】 

本题需要为政府公众号写一篇短文，所以在格式上需要写明“标题+正文”，而且因为是

公众号上的推文所以标题需要自拟，不推荐写“关于+发文事由+的+文种”这种格式。其次此

次推文是用来介绍推广 T 村打造槜李这个“IP”的经验，所以需要回到资料当中寻找 T 村

为打造该“IP”的成功做法，需要着重关注成功案例前后的总结。最后书写的时候需要注意，

“我”的身份为“T 村的大学生村官”，所以在书写过程中需要以“我村”或“我们 T 村”等称谓来

进行书写，不能一直都是“T 村”。 

【参考答案】 

打造槜李“IP”，助力乡村振兴 

浙江省 X 市 T 村给千年名果槜李注入“新活力”打造“IP”，带动村民致富，更让整个

村庄实现了蝶变跃升，以下是 T 村的经验： 

一、科学种植。我村槜李种植有 2500 年历史，村民种植经验丰富，且政府将其列为濒

危保护的野生植物，拨发专项资金，项目扶持，再加上气候适宜，造就丰产增收。 

二、深加工延长生命期。槜李不易保存，通过深加工产品，实现一年四季供货。 

三、产业化发展。T 村加大投入，围绕槜李文化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实现产业化布局，

让村庄变景区，提升人居环境、旅游基础条件，办研学基地，推出特色文化活动、文创产品。 

2022 年，T 村累计接待游客 15 万人次，服务业营收达到 5000 万元。接下来，我们 T

村将推出更多项目，增强游客体验，延长游玩时间。 

【评分标准】 

打造槜李“IP”，助力乡村振兴（2 分） 

浙江省 X 市 T 村给千年名果槜李注入“新活力”打造“IP”，带动村民致富，更让整个



村庄实现了蝶变跃升，以下是 T 村的经验：（2 分） 

一、科学种植。我村槜李种植有 2500 年历史，村民种植经验丰富，（2 分）且政府将

其列为濒危保护的野生植物，拨发专项资金，项目扶持，（2 分）再加上气候适宜，造就丰

产增收。（1 分） 

二、深加工延长生命期。槜李不易保存，通过深加工产品，实现一年四季供货。（2 分） 

三、产业化发展。T 村加大投入，围绕槜李文化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实现产业化布局，

让村庄变景区，（2 分）提升人居环境、旅游基础条件，（2 分）办研学基地，（1 分）推

出特色文化活动、（1 分）文创产品。（1 分） 

2022 年，T 村累计接待游客 15 万人次，服务业营收达到 5000 万元。接下来，我们 T

村将推出更多项目，增强游客体验，延长游玩时间。（2 分） 

 

二、根据“给定资料三、给定资料四”，就我国现代化农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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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题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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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报是各行政机关用来下

情上报、上情下达和互通情况、交流信息的一个文种，是信息类公文中最重要、最常用的一

种，也是一种专业性强的简短的内部小报。也可以说，简报是简要的调查报告、简要的情况

报告、简要的工作报告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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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展开书写。作

答内容需围绕“我国现代化农业发展”的具体成绩、当下文化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现代农

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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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不遗漏答案要点。 

【参考答案】 

关于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简报 

党的二十大擘画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蓝图，并首次提出加快建设农业

强国。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 



一、成绩：1.山海协作引领“山乡巨变”，特色产业谱写华章。2.整治人居环境、拓宽增

收渠道、完善配套设施，打造乡村名片，实现增收致富。3.打造“共富工坊”，落成文体综合

体验区助力产业振兴。 

二、问题：1.土地要素严重制约农业产业发展。2.产业环境束缚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3.务农人才匮乏，农业机械化现代化水平偏低。 

三、建议：1.在农产品供给方面，实现粮食及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2.在农民收入方面，

实现持续快速增长且结构优化；3.在农业可持续性方面，初步实现农业绿色发展和生态价值

提升；4.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通过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畅通城

乡要素流动和经济循环，激活农业农村潜在的投资需求和消费动能，为拉动经济增长助力，

进一步拓展我国发展的战略空间和纵深。 

以上内容，谨供领导参考。 

【评分标准】 

关于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简报（3分） 

党的二十大擘画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蓝图，并首次提出加快建设农业

强国。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2分） 

一、成绩：1.山海协作引领“山乡巨变”，特色产业谱写华章。（3分）2.整治人居环境、

拓宽增收渠道、完善配套设施，打造乡村名片，实现增收致富。（3分）3.打造“共富工坊”，

落成文体综合体验区助力产业振兴。（3分） 

二、问题：1.土地要素严重制约农业产业发展。（2分）2.产业环境束缚农业产业高质量

发展。(2分）3.务农人才匮乏，农业机械化现代化水平偏低。（2分） 

三、建议：1.在农产品供给方面，实现粮食及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3分）2.在农民收

入方面，实现持续快速增长且结构优化；（3分）3.在农业可持续性方面，初步实现农业绿

色发展和生态价值提升；（3分）4.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通过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畅通城乡要素流动和经济循环，激活农业农村潜在的投资需求和消费动

能，为拉动经济增长助力，进一步拓展我国发展的战略空间和纵深。（1分） 

以上内容，谨供领导参考。 

 

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既要高度重视农业和农村工作，又不能“就农业论农业，就农

村抓农村”，必须站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高度，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精简的阐

述中蕴含着对“立足”与“跳出”这对辩证关系的战略考量。结合“给定资料”，围绕“建设美



丽乡村”主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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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细审题干，考生首先要明确该文章书写的主题即“建设美丽乡村”，接下来需要围绕

主题建立宏观的写作思维，围绕主题可以选取从对策、意义、原因等角度出发，即“如何建

设美丽乡村”“建设美丽乡村的意义”等进行展开，但如何选取最优分论点还是需要尽量贴合

题目，结合题干提示可以从“立足”与“跳出”这对辩证关系来进行分论点的构建，考生可以借

此确定切入角度，形成文章的中心论点和分论点，最后展开书写。 

【参考范文】 

在“立足”与“跳出”中绘出美丽乡村新蓝图 

夏日的江南，入目皆风景。从“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到“千村精品、万村美丽”，再到“千

村未来、万村共富”，浙江“立足”乡村发展乡村，“跳出”乡村重塑乡村，描绘出一幅村美人

和共富的现代版“富春山居图”，书写了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传奇。 

“立足”为本，发展农村必须坚持问题导向，从农民最迫切的需求入手。民之所望，政之

所向。对二十年前的浙江农村而言，“室内现代化，室外脏乱差”的村容村貌成为工业化、城

镇化背景下城市发展的“背面”，其甚至威胁到村民健康，亟须得到改变。“千万工程”着眼百

姓关切的生态环保问题，全域推进农村垃圾、污水、厕所“三大革命”，硬化村道、绿化亮化，

实施生态修复，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铁腕整治重污高耗能行业，曾经的“黑臭河”“牛奶

河”摇身变成引人驻足的潺潺溪流，天蓝、地净、水清重新成为乡村底色。发展“美丽经济”，

用江碧山青、鸟飞虫鸣的之江画卷吸引八方来客，架起“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桥梁。 

“立足”的另一层重要含义在于充分挖掘当地的资源禀赋，因地制宜谋发展。建设宜居宜

业的现代乡村绝非追求“千村一面”，尤其在全国推广浙江“千万工程”经验做法背景下，更须

因势利导、科学规划、分类施策，“有多少汤泡多少馍”，立足地域特色、自然风光、人文历

史、经济基础，保留江南水乡、塞北边疆、海岛渔村、山乡村寨的原有个性与特色，打造“一

村一品”“一村一韵”。加强资源整合，盘活闲置劳动力，充分调动当地有劳动能力的留守老

人、妇女、残障人士以及赋闲在家的青壮年，分布式打造“共富联合体”“强村公司”“共富工

坊”等载体，着力提升农民生活水平，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跳出”为魂，让乡村更像乡村，让乡村接轨城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乡村振兴战

略这篇大文章做好，必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跳出“小圈子”才能融入“大格局”，在思维层



面要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站在统筹城乡发展的高度挖掘和释放城乡共同发展潜能。

重视农业人才培养，加强村级后备干部储备，通过建强基层党组织、激发村民共建共治热情、

“数智”赋能打造“数字乡村”，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健全农村公共服务，打造“30 分钟公共服

务圈”“20 分钟医疗卫生服务圈”，让老百姓“一站式”上好学、就好医、住好房，真正使“千万

工程”成为破除城乡二元对立，缩小城乡差距，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龙头工程。 

“入之愈深，其进愈难。”二十年来，“千万工程”历久弥新，展望未来，“千万工程”

依然适用。我们要系统摆布城乡关系，坚持在“立足”与“跳出”中绘出美丽乡村新蓝图！ 

【评分标准】 

依据评价要素，共划分为五个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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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50 分）完全符合答题要求。（1）切合题意；（2）内容充实，联系实际，

举例贴切；（3）思路明晰，结构严谨，层次清晰；（4）语言流畅，书写规范工整；（5）

不足 1000 字不能进一等。以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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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5 分）基本符合答题要求。（1）符合题意；（2）内容充实，能够联系实

际，举例适当；（3）思路清楚，结构完整，层次清楚；（4）语言通顺，书写规范工整；（5）

不足 900 字不能进二等。以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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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0 分）基本符合答题要求。（1）基本符合题意；（2）有一定内容，联系

实际不足，举例不当；（3）思路基本清楚，结构基本完整；（4）语言基本通顺，书写基本

规范；（5）不足 800 字不能进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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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等（0—10 分）不符合答题要求。（1）偏离题意；（2）内容空泛，没有联系实际，

缺少例证；（3）思维混乱，结构基本完整；（4）语言不通顺，有语病，书写不规范；（5）

不足 800 字。以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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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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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