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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题：大学生村官在一个贫困村庄干了八年村支书，给村庄带来了很大的发展，被评

为“最美村庄”，面对记者采访时他说：“心在哪里，风景就在哪里”谈谈你的看法。

参考解析：

大学生村官是国家为促进大学生就业和农村发展的一项举措。事实证明大学生村官这一

政策也确实带来了诸多好处。其中有很多大学生村官在农村，在一线实现了自己的价值，为

当地的发展做出了贡献。题干所述，在基层干了八年的村官，为当地发展做出了贡献。正如

他所说：心在哪里，风景就在哪里!这句话引我深思：

有的人不仅善于欣赏风景，还善于制造风景。这种人无论到哪里，都会用一片热情和真

心去对待生活和工作。就如有些大学生村官到岗后，迅速融入工作环境，融入乡里乡亲的生

活，能很快发挥自己的价值。就像题干中的村官，用八年的时间将贫困村变成了“最美村庄”，

他就是用心在制造风景的人。曾经也有一位位村支书就这样说过，自从大学生村官来到村里，

教会我们写工作计划，写工作总结，用电脑。有些我们办不成的事，他很开就办完了。可见

村里有了大学生村官的到来，为村里开展工作注入了新鲜血液。

但并不是所有村官都能做到这样，有的人只爱挑剔，看不到身边的美丽景色，更没有制

造风景的思想。这些人，无论到了哪里都是在挑客观因素的毛病，挑环境不好，资源有限，

自己没有发挥的空间。就拿个别大学生村官来说，到了工作岗位上，总以自己学历高自居，

抱怨工作环境差，抱怨同在村委会工作的同事文化水平低，抱怨村里群众不理解他，没办法

开展工作等等。这样的人在村里，就不能发挥自己的能量和作用，因为他们就没有把心带入

这个岗位，没有把心融入当地的群众，自然看不到美丽的风景，何谈利用自己的价值来制造

风景呢?

所以，在年轻人就业浮躁、就业难的环境下，出现了八年村支书这样的好榜样，给年轻

人、刚毕业的大学生带来了新的方向和目标。

第一，为我们树立了正确的择业观，让新一代年轻人意识到，基层是发挥我们价值的地

方，是我们这些初入社会的小苗茁壮成长的地方。

第二，为我们树立了良好的职业观，只用心去对待他人，对待群众，才能把工作做好;

只有用心去对待工作，对待岗位，才能将自己的价值与社会的需求相结合。

第三，使我们深刻理解了，什么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我们都是群众的儿女，是群

众培养了我们，所以我们也要学成之后服务于群众，要学有所用，带领乡亲们致富，改变他

们的经济生活、文化生活。



最后，我们年轻人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要勇于服务基层，服务人民。当然，

无论最后我们在什么岗位上，都要用心去做事，用心去保护美丽风景，制造美丽风景。

第二题：有人说法律审判需要舆论监督，还有人说，舆论不能影响法律审判，你怎么看?

参考解析：

法律是治国之本，有其独立的运行体系，也正是这种独立性才能保证法律的公平。而舆

论的力量是无形，也是不容忽视的，它是群众意见的表达，也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在社

会管理中，也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题干中有人认为法律审判需要舆论监督，也有人认为舆

论不能影响法律审判。我认为这两句话说的都非常有道理，阐明了法律与舆论的关系。

法律应该受到舆论的监督。法律维护着社会的公平和正义，而舆论监督对于法律起着积

极的作用。

第一，舆论的监督有利于执法人员公平执法。法律的公平正义，最终还是有执法人员来

实现。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执法人员都能秉公执法，有部分执法官员作风不正，执法能力差，

工作推诿，办事拖拉，而新闻媒体的监督有效传达了审判过程，使人民群众对于执法人员有

一个评判的作用。从而可以避免或者减少违背非公平正义的现象出现。

第二，舆论的监督有利于执法过程的透明、公开。在古代，官员审判时，群众是可以到

大堂上来的，被告与原告当堂对峙，而现代由于场地的限制不能无限制的让群众到审判庭观

看执法。这样就增加就了审判的神秘性，也就会有很多人开始怀疑、甚至是误解公正的审判。

如果有舆论的监督，包括新闻媒体的监督，就增加了审判过程的透明度，让人民群众了解法

律的公开公正，从而更加拥护依法治国。

第三，舆论的监督有利于发现法律的不足。当审判结果或者审判依据引起来舆论的强烈

反响，很有可能就是由于我国法律还有不完善之处，也许是之前没有遇到过相关案件，例如

关于网络等新生事物的法律法规还不完善;也许某些法律内部存在漏洞，不足以服众。所以

舆论监督在某些层面上可以促进法律的自我更新自我完善。

所以法律的执行离不开舆论的监督。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舆论监督”可以替换为“舆

论审判”。舆论只能起监督作用，不能影响法律的独立性，及其审判结果。如果舆论可以影

响审判结果就从舆论监督变成了舆论审判，违背了依法治国的根本，那么国将不国。

最后，舆论应该积极有效的发挥其监督作用，但是一定不能被不法分子利用，将舆论导

向与法律相反的方向。尤其是新闻媒体、现代网络，应如是报道，给群众和社会一个积极的

导向，促进法律的公开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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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题：近期，汉字书写电视节目上，“成人体验团”中 70%的成员竟写不出“癞蛤

蟆”三字。你认为应当如何看待“汉字书写弱化”这一现象?

参考解析：

汉字是中华文化存在的一种必要形式。中华文明能够持续发展，从未中断，始终保持着

旺盛的生命力，就和汉字文化的发展有密切的联系。首先，汉字承载了许多历史记忆 ，每

个字都有文化内涵和很长的演化传承 。其次 ，汉字是中华文明的载体和符号。再次，汉字

是当代文化传播和交流的载体。它的文化内涵非常丰厚。随着公众对“汉字危机”的关注程

度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人想知道，造成“汉字危机”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造成“汉字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高科技的发展使书写方式发生了变化，也是

造成“汉字危机”的最直接的原因，现在使用电脑输入只需要几个字母或者特定符号就可以，

简单快捷，因此，很多人会使用电脑来做笔记、办公，导致手写汉字的机会大大 减少，对

于汉字字形的生疏则逐渐加大;其次，拼音输入法的使用或许是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拼音输

入法是按照拼音规定来输入汉字的一种编码方法，可以直接输入字符，不需要记忆汉字字形，

这都会对汉字语言造成一定影响。同时，提笔忘字现象还出现了低龄化的倾向，这是由于青

少年教育过程中学校和家长过度重视外语的教授，而轻视母语的学习和培养也是造成“汉字

危机”的根本原因之一，这种情况使汉语教育受到了挤压，从青少年层面削弱了对于汉字书

写的重视程度。

我国作为汉字传承的主体，却日渐被电脑书写挤在一个越来越小的空间里，这不能不让

人深思。电脑时代也好，信息社会也罢，我们都不应该忽视书法、写字。解决“汉字危机”

迫在眉睫。

第一，我们应该从教育抓起，从文字传承的下一代开始，考虑在学校进行中国汉字书写

能力的相关训练。中小学生电脑使用已经普及，学校要有过硬的举措保证中小学生在听、读、

写上有足够的练习时间和严格的考核制度。大学也应巩固、提高学生的汉字读写和应用能力。

希望通过这样的训练，在保证青少年在与时俱进的同时，也能够作为传承传统文化的主体，

第二，在电脑普及的今天，软件的开发人员和研究汉字的专家也可以在保护汉字传承的

过程中起到积极的作用，多开发一些与汉字书写相关的输入方法，并且国家可以将‘避免汉

字出现危机’与相关输入法研究正式立项，邀请有关专家研究汉字从教学到输入的科学方法，

从根本上防止‘汉字危机’。

第三，汉语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汉语的规范使用，国家应从法律、机制上加以保证。

在全球化的形势下，各种语言相互渗透是不可避免的，规范汉语，并非排除外来语，而是把



它翻译过来，使它有机地融入汉语。为此我们需要有一个权威性的机构，规范汉语，定期发

布外来新词的译法。

电脑时代势不可挡，但是无论时代怎样嬗变，无论技术怎么革新，汉字所承载的文化内

涵不会改变，如何才能恢复文字的荣光?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也是我们亟需解决的问题，

我们作为后来者理当致力于文化的接续和弘扬，不能在各种冲击面前丧失汉字文化的自尊、

自重与自觉。而是应该尽百倍努力，去维持笔尖上的美好，让文字在电脑时代复苏，大放异

彩。

第二题：现在最高法开庭审理案件利用媒体、互联网进行现场直播，你怎么看?

参考解析：

依法治国是我国的基本治国理念，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工具，减少社会矛盾的重要

布局，但是现阶段我国的法治进程还有待提高，并没有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而快速的提高，

这一现状值得深思，不过值得期待的是最近在法治进程上，我国取得了一个重要的进步—直

播庭审，即法庭审理、法庭辩论等法律过程通过视频、微博等多媒体的方式同步直播，让老

百姓第一时间了解到相关的情况。这种尝试是一种社会的进步，法治的进步，并且也得到了

最高法的支持和认可，那么直播庭审到底有哪些具体的意义和作用呢?

第一，对于我们的法律工作者来说，直播庭审提高了他们的的工作要求，对他们的工作

能力有了进一步的要求，而且还尽可能地减少了“拉关系、走后门”的情况，消除法院“吃

完原告吃被告”的不良影响，最终能够提高法律工作者依法办事的能力和业务水平。

第二，对于法律当事人来说，这种公开直播的庭审方式也让他们最终对法院的判决结果

无话可说、心服口服，同时对于当事人自己也能够最大限度的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避免冤

假错案的出现。

第三，对于我们公众来说，这种同步直播庭审的方式，能够让很多关心法律的老百姓及

时的了解到司法的进程，增加了老百姓的知情权，同时通过这种方式也可以提高老百姓的法

律意识，起到教育、引导的作用。

第四，对于我党和司法部门来说，同步直播是在践行我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的执政理念，能够维护当的执政地位，提高我党的执政能力;司法部门积极参与公开审理也

可以提高他们的公信力和社会地位，减少政府和老百姓之间的矛盾，促进社会和谐与稳定。

当然，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现阶段我国的法治水平还比较落后，不够完善，除了

同步直播庭审的方式之外，还应该采取多种方式来促进依法治国。

首先，党和国家应该加强普法宣传工作、教育工作，让老百姓尤其是成年人能够提早了

解法律、学习法律、敬畏法律，遵章守法同时还能用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其次，国家公务人员一定要坚持依法办事、依法行政、坚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

必究，能够让法律运用到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减少我国长久以来留存的“走人情、靠关系”

的的行为方式，为老百姓提供一个榜样作用。

再次，国家除了加大宣传力度意外，应该健全相应的法律法规，完善相应的规章制度，

使得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都能做到于法有据、有法可依。

最后，国家要提高法律的威慑力，现在还有很多人不畏惧法律，觉得违法成本很低，所

以甘愿冒险去违法、犯罪，所以最重要的就是提高违法成本、树立法律权威，就是要做到对

于违法犯罪的行为一定加大力度打击，坚持违法必究，这样才能真正树立法律的权威和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