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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国考申论必备得分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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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开头、结尾模板

开 头 、 结 尾模板 ( 一 )

“吾心信其可行，则移山填海之难，终有成功之日；吾心信其不可行，则反掌折枝之

易，亦无收效之期也。”饱含深刻哲理、代表先贤教诲话语启示我们，凡事坚定信念，必能

攻坚克难，未来可期。 文化传承和保护，并非一日之功，难以一蹴而就，我们需以坚定信念，

注重文化传承和保护。

……

孟子曾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亦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

载舟，水则覆舟”,人民群众于国重要如斯，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做好文化传承和保护关系人民美好生活需

要的满足，更关系国家大国根基的牢牢筑建。 【主题“文化传承和保护”可替换，其他可

背诵】

开 头 、 结 尾模板 ( 二 )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

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五位一体的需求和发展都是应有

之义，而文化传承和保护关系着人们在文化方面的美好生活需要能否得到满足，所以我们必

须注重文化传承和保护。

……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乃我国五大发展理念，“创新”是其一，且位居首，

其重要性可见一斑，文化传承与保护路漫漫且修远，我们在上下求索路途中，唯有始终坚定

创新，砥砺前行，方能穿破黑暗，踏破荆棘，闯过泥沼，走出一片坦途。 【 主题“文化传承

和保护”、文化可替换，其他可背诵】

开 头 、 结 尾模 板 (三 )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曾说过：“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诚然，事物处于永恒

运动发展中，这就需要我们眼光敏锐、头脑清晰，看准变化形势，紧跟时代潮流，抓住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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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机遇，做到审时度势。文化传承和保护在当前形势下势在必行，我们需众志成城、万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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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心无旁骛，共抓文化传承和保护。

……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既充满挑战，也充满希望，文化传承保护事

关文化自信树立，关乎文化强国建成，我们需做好文化传承和保护，应对挑战、迎接希望。

【主题“文化传承和保护”、文化相关可替换，其他可背诵】

开头、结尾模板(四)

“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

越甲可吞吴。”这一蕴含深刻历史记忆、富含奋斗励志哲学、印有先辈成功足迹的语句提醒

我们面对任何难题都应立志不移，抱着必胜决心。当前，对于文化传承和保护，我们应如是，

应注重文化传承和保护。

……

“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文化传承和

保护非朝夕之功，也不会一蹴而就，需要我们有“板凳坐得十年冷”的定力，从易处着手、

从细处做起，集腋成裘、聚沙成塔，牢牢筑建大国根基和灵魂。 【主题“文化传承和保护”

可替换，其他可背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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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论证、论据范例

论 证 范 例 ( 一 ) : 影 响 角 度

加强基层治理，能提高民众获得感和幸福感。 【影响分论点，有一定通用性】“人民

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我们必须要做到“发展为

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而加强基层治理，能维护民众切身利益，

满足美好生活需要，进而提高获得感和幸福感。 【理论阐述，人民名言可积累】抗疫期间，

群防群控，各街道办事处、各社区广泛宣传疫情防范知识、扎实开展常态化抗疫防疫工作、

有序组织口罩和生活物资供给发放，促使民众有效防疫、感受实惠； 防汛时期， 隐患村镇村

委会成立巡查小组，实时关注洪水讯息，及时组织危险家庭迅速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生命财

产安全。 【论据-引，两类同类事例，结合材料或现实编写】危险时期、灾害关头，基层通

过加强管理和治理，牢牢织就防护网、安全网，使民众切切实实实现安全、获得实惠、感悟

幸福，提升获得感和幸福感， 【论据-析，结合论据围绕论点分析】为此我们更应该不遗余

力、集中精力加强基层治理。 【论据-悟】

论 证 范 例 ( 二 ) : 影 响 角 度

保护生态环境，才能实现长远可持续发展。 【影响分论点，有一定通用性】“宁要绿

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这一著名“两山”理论是习总书

记提出的科学论断，凸显出人与自然是命运共同体，我们只有切实保护自然生态环境，才能

实现长远可持续发展。 【理论阐述，生态名言可积累】工业化进程中，很多国家杀鸡取卵、

竭泽而渔的掠夺式发展，产生了难以弥补的生态创伤，拖累了社会发展步伐。我国引以为戒，

大力推进生态环境保护， 从部署长江经济带发展“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到推进黄

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高质量开发；从推进农村厕所革命，到开展垃圾分类；从云南洱海

治理，到青海三江资源保护。【论据-引，生态保护事例，可积累】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与发

展的关系更加协调统一，坚定走向健康可持续发展的路径中。 【论据-析，结合论据围绕论

点分析】“坐山养山，才能靠山吃山；蓄水养水，才有源头活水。 ”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

坚持政治、经济、社会、生态、文化五位一体的发展部署和需求。 【 论据-悟，生态名言可

积累】

论 证 范 例 ( 三 ) : 对 策 角 度

为官，当心系百姓。 【对策分论点，有一定通用性】“在其位，谋其政”,“为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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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造福一方”,作为官员，服务为民，为民请命是基本要求，只有心系百姓，能想群众之

所想、急群众之所急的官员，才会有百姓的交相称赞。 【 理论阐述，为官名言可积累】古往

今来，许多有作为的“官”都以关心百姓疾苦为己任， 从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

天下之乐而乐”,到郑板桥的“些小吾曹州县吏， 一校一 叶总关情”;从杜甫的“安得广

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到于谦的“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 【论

据-引，四个人物名言，可积累】范仲淹、郑板桥、杜甫、于谦无不是历史时期的好官，他

们通过自身实践充分说明心无百姓莫为“官”,要想成为好官，必须心系百姓。 【论据 -析，

结合论据围绕论点分析】作为官员， 一定要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挂在心上，以“天下大事必作

于细”的态度，真心诚意地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 【 论据-悟】

论证范例(四):对策角度

治理国家， 需加强法律保障。【对策分论点，有一定通用性】“法律是治国之重器，

良法是善治之前提”,法律法规是治理国家的重要武器，而良好、完善的法律是实现善治的

前提条件，借助法律武器和手段才能更好地治理国家。 【 理论阐述，法律名言可积累】所 谓

“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古时商鞅变法，推行法家思想，使秦国国力强盛，

奠定霸主地位。现代中国，义务教育法出台，大大提高了义务教育普及率；反家暴法出台，

被家暴者纷纷拿起法律武器严惩家暴者；酒驾入刑后，酒驾现象得到极大遏制，切实维护

了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论据-引，法律名言、古代事例、现代事例，可积累】法律法规

的出台和完善，能提供法律保障，实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论据-析，结合

论据围绕论点分析】所以，我们需紧跟时代潮流，针对当前出现的新情况、新困难，进一步

细化和完善国家治理的相关法律法规。 【 论据-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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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高分范文积累

范文一：善治，需近人、达情、依法

“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

要是我们国家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我们在执法中，也就是在行使管理职权、

履行职责、贯彻实施法律中，必须近人、达情、依法，实现国家善治，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

生活的需要。

善治，始于“近人”。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基层人民群众满意与

否是衡量国家治国理政成功与否的标尺，习总书记也常常告诫“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

“政策是好还是坏，关键看老百姓是哭还是笑”,所以要实现善治，管理者或执法者必须

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贴近百姓，了解民众所需所想，为决策和治理提供科学依据。众所

周知，习总书记年轻时在梁家河插队时，与当地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 一起除杂草、看

牲口、扛麦子，深入群众，理解老百姓，了解社会。这段经历坚定了习总书记实事求是的

思想观念和以人民为中心服务为民的理念，从而在其治国理政阶段，才会多次实地考察，深

入基层，深入群众，最终提出完善农村医保、推进精准扶贫、加强棚户区改造等利国利民的

治国主张，实现国家善治。如此，足以证明，实现善治必须深入基层、走近民众。

善治，必须“达情”。 “达情”即管理者或执法者要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

利为民所谋”, 切实为民众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从而获得百姓的情感支持和关心爱

戴。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 只有想群众之所

想，急群众之所急，我们才能与百姓情感交融，融为 一体。从焦裕禄，带领干部，治理风

沙、盐碱、内涝“三害”;到杨善洲，清廉奉公，义务造林；再到黄大发，历时30多年，

带领村民一锄头、 一铁锹，在绝壁上凿出了9400多米的“生命渠”,结束了贵州遵义草王

坝村长期缺水的历史， 这些管理者“在其位，谋其政”, “为官 一任，造福 一 方”,将 所

在地方治理得井井有条，去旧貌，换新颜，从而获得百姓的交相称赞和衷心爱戴。可见，实

现善治必须心系百姓、关心百姓疾苦，做到达情。

善治，还需“ 依 法”。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 实现善治，管理

者或执法者还必须依靠法治，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所谓“奉法者强则国强，

奉法者弱则国弱”,古时商鞅变法，推行法家思想，使秦国国力强盛，奠定霸主地位。现代

中国，食品药品安全法的出台，威慑食品药品违法生产者，保障人民的食品药品安全；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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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管理处罚法的出台，震慑危害治安安全机构和个人，保障公共安全和人民合法权益；网

络安全法的出台，让网络不再是法外之地，切实保障网络安全，维护民众利益。法律法规

的出台和完善，使国家治理的方方面面能借助法律手段保证实施，从而为人民群众对美好生

活需要的满足贡献力量。为实现善治，我们还需进一步细化和完善国家治理的相关法律法规。

“为者常成，行者常至。”善治之实现，既依赖于管理者执法者之“达情”、 “近人”,

更依赖于国家全面依法治国之政治主张。

范 文 二 ： 慎 独 慎 微 慎 欲

丢官除籍、银铛入狱，额手相庆之余，难免让人唏嘘。贪官堕落的原因虽是多方面的，

但是开始的放松警惕甚至自我放纵是主要原因。党员干部必须把法律、纪律、他律变成高度

的自律，防止在不知不觉中误入歧途，真正做到慎独、慎微、慎欲。

慎独，就是在无人监督而又有利可图、有机可乘的情况下，能够做到心中有“主”,正

确运用手中的权力，自觉做到廉洁从政。古人说， “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

也。”然而有些领导干部在当官之初，头脑是清醒的，能正确对待自己，注意把握自己的

言行。但是随着职务的升迁，权力越来越大，受赞美的机会多了、接受批评的机会少了，

溜须拍马的人多了、公开反对的人少了，于是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其结果是以权谋私，从

而一步步走向罪恶深渊。因此，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以廉洁为最大美德、以贪婪为最大耻辱

的观念，明确权力就是责任，不被各种各样的“关系网”所束缚，明确权力的使用要受法规

政策的制约和人民的监督，做到廉洁从政。

慎微，就是要见微知著,防微杜渐。古人云：“祸患常积于忽微”, “不虑于微，始

于大患；不防于小，终累大德。”许多走上犯罪道路的人，都是从“一点点”开始蜕变的。

小节连着政治，小节不检点，小毛病不克服就会演化成大问题，从量变到质变，最终可能会

发生蜕变。杨善洲的事迹之所以令人感动，是因为他几十年如一日，矢志当好党的形象大

使，自觉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高地”,经受住了艰苦环境、艰巨任务和职权诱惑的考验。

所以，领导干部必须加强思想道德修养，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凡事从

大局着眼，从小处着手，做到政治上立场坚定，小节上作风有口碑，“大”“小”之间，

尽可彰显党员领导干部应有的精神风范和道德操守。

慎欲，就是要节制自己的欲望，谨慎地把握好欲望的度。古人说：“罪莫大于多欲，欲

不除，如蛾扑火，粉身乃止。”欲多则心散，心散则自衰。欲望是脱缰的野马，是决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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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水，欲望的放纵必然导致堕落和自我毁灭。作为党员领导干部，就是要把职位当作为人民

群众服务的平台，而不能作为谋取私利的工具，防止私欲滋生蔓延。要真正在思想上筑起拒

腐防变的钢铁长城，在权力、金钱和名利面前不丧志、不失节、不折腰。要善于管好自己的

嘴、管好自己的手、管好自己的腿， 坚决做到不该吃的不吃，不该拿的不拿、不该去的地

方不去，堂堂正正做人，勤勤恳恳做事，清清白白做官， 这样才能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和

爱戴。

党员干部必须自重、自省、自警、自励，要经得起寂寞，耐得住清贫，抗得住诱惑，

抵得住邪说，拒得住腐蚀，践行慎独、慎微、慎欲。

范文三：媒体融合，时代趋势

“静止是相对的，运动是绝对的”,事物处于永恒的运动发展中，媒体融合乃时代之

紧迫课题。它包括一切媒介及其有关要素的结合，是把报纸、电台等传统媒体，与互联网、

手机等新兴媒体有效结合，资源共享，集中处理，然后通过不同平台传播给受众。我们需着

力推进媒体融合发展。

媒体融合发展能提升理论文化素养。“人非生而知之，而是学而知之”,只有通过不断

学习，才能汲取更丰富的精神食粮和政治理论素养。互联网时代，通过媒体的融合，可以打

破学习资源的时间、空间和地域限制，为有需求的领导干部和民众提供所需的丰富学习资源

。“学习强国APP”火爆全国，党员干部群众解此学习时事、要事，学习诗词、国学，学习

传统文化和理论常识；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平语近人》,借助腾讯APP、中央电视台节目

官网播放，让党员干部、广大群众深入学习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国理政、服务为民思

想的重要理论阐述，同时受古代经典的熏陶。 这些都是媒体融合的代表，也都显著提升了

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的政治理论和文化素养。

媒体融合发展能密切联系和服务群众。习总书记曾强调“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

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随着互联网与人民群众生活的紧密相融，借助媒体融合，各级政府

办公平台信息化、服务流程智能化不断推进，政府政策的宣传、落实也从传统媒体走向新兴

媒体甚至自媒体，实现密切联系和服务群众。多省推出的政务服务APP, 实现一站式审批、

一站式办理，做到“让信息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大大提高了民众的办事效率； C县手

机APP“掌上越梦”,集多种功能于一体，并实现电视、广播直播、点播，且发布权威全面

信息，极大便利了市民生活办事。所以说，媒体融合，不仅是发生在媒体间“新+旧”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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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反应”,更是“媒体+群众”的“化学变化”,是便民利民惠民的大趋势，新潮流。

媒体融合发展能扩大媒体资源影响力。“天地和合，生之大经也”,合作是万事万物生

生不息的根本。媒体间不互通有无，不同地区不同级别门户网站、广播电台、新闻报刊等媒

体各自传达信息，“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造成媒体资源浪费。实现媒体融合，能有

效整合公共媒体资源，发挥更大影响力。C县越梦传媒集团整合广播、电视、报纸、杂志、

网站、两微一端、数字电视网络公司、大数据公司等于一体，打造各种栏目，策划系列精

品，广受业内好评和群众称赞。疫情期间，不同地区不同级别的传统媒体、新媒体、自媒

体等实现信息资源的充分融合和联动，织就抗疫防疫信息网，有力推动疫情防控；借助大

数据共享，实现手机在手一码通行。可见，媒体融合，能有效整合公共媒体资源，扩大影

响力，从而发挥更大价值。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媒体融合乃时代趋势，正向“融为一体、合而为

一”阔步迈进，从“你是你、我是我”变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信总有一天会变成

“你就是我、我就是你”的新业态。让我们因时而变，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发挥其裂变力量。

范文四：用劳动成就美好生活

习近平总书记说：“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好日子都是奋斗出来的。”这句话告诉我

们，辛勤劳动，努力奋斗是通往美好生活路上必不可少的条件，用劳动方能成就美好生活。

用劳动成就美好生活需要唤醒每一个人的热情。热情的来源有很多种，可以来源于自己

的相信和信仰，也可以来源于看得见摸得着的切身利益。黑格尔说过：“信仰是完全属于一

个人自己的内在的确定性。”他解释了信仰特点，就是完全自觉自愿、不讲条件地相信。人

总要在内心里相信什么,给自己一个奋斗的理由，从而赋予自己人生一希望和向上的力量，

想要让年轻一代热爱劳动，就需要促使年轻一代内心树立对劳动的信仰，唤醒他们劳动的热

情。40多年前，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率先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分田到户，多劳多

得，少劳少得，看得见摸得着的切切实实的利益，激发了村民们劳动的热情，最终这一批

农民通过辛勤劳动实现了吃饱穿暖、发家致富的美好生活。由此可见，用劳动成就美好生

活，需要唤醒每一个人的热情，将每一个人的热情拧成一股绳，劲往一处使。

用劳动成就美好生活需要每一个人脚踏实地地做事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

小流，无以成江海。”“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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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这些耳熟能详的古代名人名言都提醒我们任何事情的实现都需要我们脚踏实地、付出

辛勤劳动，正如老子曾在《道德经》中所言：“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

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用劳动成就美好生活，看上去比较难、比较大，但只要我们从

易处着手、从细处施力，脚踏实地，必能聚沙成塔、集腋成裘，通过劳动成就个人、社会、

国家的美好生活。2018年是海南经济特区成立30周年，特区记忆“三角池”全面升级改造，

仅用120天；光纤网速从全国倒数到率先覆盖行政村，只用了不到一年……“加速跑”中辛

勤劳动者脚踏实地、汗流浃背的身影，换来了海南每个人和这座城市的美好生活。日日行，

不怕千万里；常常做，不怕千万事，作为新时期的劳动者、奋斗者，我们应该脚踏实地，

付出辛勤劳动，成就美好生活，相信久久为功，功不唐捐。

岳麓书院上的三句话“是非审之于心，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数”告诉我们，人

生应努力奋斗，付出辛勤劳动，卸掉功利、踏实前进，成就个人美好生活，进而助推经济发

展、社会进步，实现整个国家的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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