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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某政府发文要求体制内官员游说亲戚拆迁，做的不好的停薪，严重者停职，对此你

怎么看?

【参考解析】

拆迁主要是发展当地经济或者响应政府号召改建棚户区，对当地发展是有利的。但是这

种株连式的拆迁做法却有可能引发干群矛盾的，也有违于依法行政的原则。

通过绑架亲情的方式逼人就范属于变相强拆，造成此种株连式拆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某些领导干部存在错误的执政观念。当地政府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急功

近利而又漠视百姓感受的扭曲政绩观。少数领导依法行政的观念十分淡薄，以权代法、权大

于法，甚至以权压法的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其次，某些地方政府职能定位错误。在遵守市场规律的同时，政府应妥善处理和维护好

被拆迁者的利益，为其排忧解难。但有一些地方政府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过度干预市场拆迁

行为，将原本应该由开发商自己解决和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的拆迁矛盾强揽到自己身上。为了

政绩和面子，甚至罔顾法律和民意。

最后，权责不对等是根本原因。“株连式拆迁”屡屡犯禁，除了部分地方政府的冲动，

更大原因在于权责不对等，行政乱作为而不负责任。对于主事官员很少能做到行政问责。执

行缺乏刚性，法律、法规、红头文件越多，就越容易陷入官僚主义，最终令所有的法令都失

效。

要想标本兼治的解决株连式拆迁，我们需要多策并举。

第一，要加强监管，严格追责。要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勇气落实规章制度，严

格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切不可有令不行，有责不究。

第二，严格遵循法治化的强拆路径。行政机关在面对“钉子户”时，要依法向人民法院

申请强制执行，人民法院严格审查、依法裁决，将强拆关进法治的“笼子”。

第三，尽快出台更适合中国国情的与拆迁相关的管理和补偿条例，从法律层面上确定应

该给予住户什么补偿。需要从法律上建立强制拆迁从确定到实施，再到解决后续遗留问题的

流程，建议拆迁这一过程由非利益方，如政府主导并实施，绝对禁止开发商参与进来，最大

程度上避免强制拆迁的发生。

第四，畅通受害者的申诉渠道，确保申诉权。在强大的行政权力面前，除了在个人微博

或媒体曝光，受害者几乎找不到可靠的申诉渠道，也没有任何行业组织替他们维权。



城市改造拆迁，涉及城市发展，关乎民生保障，只有地方政府树立正确的执政理念才能

站稳立场，主持公道，依法办事，积极保护被拆迁户的合理利益，最终使拆迁行为成为惠民

工程。

2、有些干部工作只求过的去，有些干部工作要求过得硬。对此谈谈你的看法。

【参考解析】

“过得去”与“过得硬”反映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追求和态度。“过得去”折射出

工作标准不高、自我要求不严;“过得硬”体现出奋力开拓、认真负责和精益求精的工作作

风。两种不同的观念与行动，最终也必然产生不同的结果。

在工作中只求“过得去”的干部，工作时会缺少进取心，责任心，对工作和对自己要求

不严，以这样的心态去走群众路线，可能会是敷衍了事，以完成任务为最高追求，和群众交

往也注定是点到为止，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不可能“下深水”地去扎根与老百姓，去关心

百姓。“心态决定状态，状态决定成败”，以这样的心态去走群众路线，结果自然可想而知。

在工作如果追求“过得硬”，一定会在工作上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这样的干部为了

在工作中“过得硬”，平时他们一定就会处处严格要求自己，要自己本领过硬，水平过硬，

德才过硬，他们一定明白只有自己有“过硬”的本领，才可能让自己在工作上“过得硬”，

这样的人在走群众路线时一定会身体力行，事必躬亲，耐心细致地去和老百姓交往，遇到问

题一定会主动地开动脑筋想办法，积极主动地去解决问题，把老百姓的事当着自己的事来办，

这样的干部是能和群众“以心换心”的干部，群众当然会喜欢和欢迎。

为紧跟行业改革发展的新形势，我们需要牢固树立“过得硬”的思想观念和工作作风，

要忠实履行职责，勤奋学习，提高本领，勇挑重担，无私奉献，为行业整体竞争实力的提升

贡献聪明才智。

2014 年 7 月 8 日下午内蒙古公务员面试真题解析

1、联系群众就是要深入群众，将心比心，你怎么理解这句话。

【参考解析】

习近平主席曾经在重庆调研时指出做群众工作要注意换位思考，设身处地为群众着想。

只有将心比心，才能换取真心，才能找到解决问题、推动工作的良策。这句话反应出做群众

工作时深入群众，将心比心的重要性。

“换位思考、将心比心”就是做事情要站在对方的立场上，站在在对方的角度上来，为

了对方的利益来进行思考、处理问题。只有为老百姓的切身利益着想，老百姓才会支持我们，

才会拥护我们。要想深入群众，将心比心我认为至少要做到以下三点。



第一，克服利己主义。做群众工作，最大的敌人就是利己主义思想。有这种思想的人无

论在什么场合，总是首先想到自己，忽视了周围群众的存在。这是对群众莫大的情感伤害，

严重损坏了干部的形象。那些存在这种思想的干部自然是经不住物质诱惑的，在大是大非面

前，总是脱离大局，误入歧途，最终摧毁了自己的大好前程，也给家人、给群众、给国家造

成种种损失。

第二，学会换位思考。这不仅仅是做群众工作的重要方法，也是一个人处理好人际关系

的最好方法。干部之所以是干部，就是因为他必须比一般群众更懂得换位思考。不仅仅是沈

浩、文建明等这样的好干部，还有更多更多的好干部，之所以能够够得到群众的称赞，无不

都是因为他们懂得换位思考。“让老百姓活的有尊严”，如果没有换位思考，这一理想恐怕

也只能是“镜中花”、“水中月”。

第三，时刻为他人着想。只有做到时刻为他人着想，才能体现出干部的先进性，才能得

到老百姓的“心”。作为一名共产党领导的干部，要恪尽自己的职责，得学会时刻为他人着

想。当你能够时刻为群众着想时，群众就能感受到自己能够得到干部的关怀和保护，并从心

底里感激你，支持你，拥护你。

做好群众工作要换位思考符合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时时想

到群众，时时联系群众，我们为群众办实事，群众才会拥护我们，群众才会积极地参与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社会才会安定和谐!

2、西宁有交警向司机索要 200 元罚款，被称作蚊子腐败，你怎么看。

【参考解析】

蚊子腐败与“老虎”“苍蝇”的腐败不同，次数多取证难，单次索贿的金额不高，一般

都在千元以下，因此有些公职人员防松了警惕性，凭借手中的权力，向轻微违法者索要“好

处费”。这类现象已经成为现实社会不正之风泛滥的具体表现。习主席曾说过“物必先腐而

后虫生”，腐败问题如果没有治理好最终会亡党亡国，因此无论是老虎、苍蝇、还是蚊子，

面对腐败问题我们必须做到零容忍。

蚊子腐败泛滥、滋生的原因主要有：

一、部分公职人员的道德观念淡薄。部分公职人员产生了错误的认识，他们把执政比作

做生意，要按照等价交换原则索取报酬。忘记了手中的权力来自人民，是人民的公仆，理应

为人民服务。

二，对权力的监督机制不完善。监督力度不够大是腐败现象滋生和蔓延的重要原因之一。

权力腐败的实质是滥用权力,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反映了对权力的失控失监。改革开放以来,



消极腐败现象之所以能乘隙而生,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监督机制不完善,监督力度不够

大。

三，未能形成一套系统的、有效的法律规范机制。由于我们缺少执法守法的传统,致使

法制建设严重滞后,没有形成一套系统的、有效的法律规范机制对腐败现象进行预防、抑制

和惩治。使当前的反腐败斗争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和手段。

蚊子腐败，个案危害虽然不大，但数量多了就会影响社会风气，因此我们必须要想尽办

法拍灭这些吸取群众“鲜血”的蚊子。

首先，构筑道德防线。我们要弘扬优良的德政传统，唤醒权力主体的自律意识，培育廉

洁自律的政治氛围。弘扬儒家“民贵君轻”、“民为邦本”的为民富民的民本意识，继承我

们民族、我们党的公正、廉洁、自律等观念，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朴素,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当好“人民公仆”，从而淡化权欲，诚心为民。

其次，建立权力运行机制。加强监督机制建设，以监督保廉，从而建立一个与市场经济

发展相适应的权力运行机制。塑造一个勤政、廉洁、高效的人民政府形象。当前,我们要完

善监督机制,尤其要加强监督机制的总体协调,强化以权力互相制约为主要内容的内部监督机

制，重视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监督，使“举报箱”、“举报电话”等监督措施真正发

挥作用。

最后，创造完善的法律环境。大力加强和完善廉政立法。要以法律形式明确界定是非,

用客观标准确认廉政、腐败的内涵和外延，用法律规定衡量国家公务人员是否违背人民的意

志，是否有违法乱纪、徇私舞弊等腐败行为。国家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及其公务人员必须严

格执行法律，适应法律。从而保证法的实现。

“蚊子”虽小，却直接影响到百姓的利益和社会风气。我们在反腐的道路上不仅要苍蝇

老虎一起打，更要杜绝蚊子吸血的现象，做到对腐败问题零容忍，使掌权者“不能腐败”、

“不敢腐败”、“不愿腐败”,进而防治腐败滋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