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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辽宁省公安机关及省属监狱戒毒系统考试

录用公务员（人民警察）

《申论》解析

【题干内容】概括资料 3 所列现象可能引发的社会风险（15 分）

【试题题序】 1

【试题类型】概括题

【最大字数】200 字

【试题分数】15 分

【答题要求】（1）内容全面、概括准确；（2）语言简洁、条理清楚；（3）不超过

200 字。

【审题要点】

1.“全面”：是指要涵盖题目所包含的核心要点，要点的提炼要到位，语言表述要周

延。就本题而言，理由的陈述一定不可有遗漏，要将材料 3中所列现象可能引发的社

会风险全部找到。

2.“准确”：意思是紧扣题目内容，精准反映材料内涵，语言表述规范。

3.“简明”是指在陈述或者表达自己的观点或者事实的过程中，在准确反映语义和语

意的基础上尽可能少的使用字或词句。

4.“条理清晰”：要求在作答时要分类、分条作答。同类合并，异类罗列。要点之间

无重复、大小包含。

【解题思路】

本题的作答任务概括中国青少年题材影视剧创作出现问题的原因。要想答好这道题，

需要我们充分理解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概括”：是指通过减少概念的内涵、扩大其外延从而形成新的概念的逻辑方法。实

质是概念的外延扩大化、由种概念向属概念的过度已达到本质概念的过程。就本题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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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不能简单地摘抄材料，而是要对材料中的要点进行高度地概括。

2.“社会风险”：是指有可能会对整个社会带来的危害或者后果。

【参考解析】

1.争议村规，伤害民心，造成村民疑惑不解。处罚没有法律依据，影响政府公信力，

助长政府庸政懒政行为。

2.农村恶性“摆酒”，借机敛财， 造成村民经济负担， 滋长不良社会风气。

3.文化供给不足，低俗、庸俗节目盛行，影响农村文化健康发展。

4.过节打麻将，超越娱乐和赌博界限，容易引发违法犯罪行为，受刑事处罚。

5.学术论文抄袭现象，引发高校学术不端，阻碍高校学术发展，埋下大学生毕业后诚

信隐患。

【题干内容】根据资料 1、2，谈谈对“包容”的理解。（20 分）

【试题题序】2

【试题类型】分析题

【最大字数】 300 字

【试题分数】 20 分

【答题要求】（1）理解深刻、观点正确；（2）语言简洁、条理清楚；（3）不超过

300 字。

【审题要点】

1. “理解深刻”：想要做到理解深刻，即不仅对于“包容”的字面意思进行解释，

还要理解出“包容”的深层次含义，表现是什么？意义是什么？不包容的危害？怎样

做到包容？2.“观点正确”是指对于包容的理解还是要符合材料的内容主旨，尽量不

要主观臆断。3.“语言简洁”，语言要尽可能的简练。4.“条理清楚”，可分为几个

段落作答，表层含义和深层次含义分开，这样条理更加清楚。此外，标注清楚作答要

素，如果要点较多还可分条作答。

【解题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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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题的作答任务是针对材料中的“包容”一词谈谈自己的理解。要想答好这道题，需

要我们充分理解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明白什么是“理解”：申论的中的理解指的是对材料出现的词、短语或者句子进行

解释或者是阐述意思。

2.谈谈对于包容的理解，那么我们可以从表层含义和深层次含义两个方面出发。表层

含义即给“包容”一词下定义，什么是包容？深层次含义可回答“包容”的积极意义

或对策等。具体的作答可根据材料内容进行分析和取舍。

3.本题题干中要求“根据资料 1、2”，因此答案要点在资料 1、2 中寻找即可。

【参考解析】

包容指容纳、宽容大度。

包容是多元的，正所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包容能够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

体现人性关怀；包容可以滋养、教化公民的品德；包容化解社会矛盾、纠纷。

包容需要有广阔、坦然的心胸，包容需要身体力行，知行合一。因此，我们应当设身

处地多为他人考虑，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和谐包容的优良传统，对包容精神进行宣传。

但包容并不等于姑息、无限度的纵容，包容也要有底线，对违背原则、违反法律、伤

害到他人利益的行为应当通过法律、规则进行约束。

【题干内容】根据资料 4、5，请就公民如何增强安全意识，提高安全防范能力，提

出建议。（25 分）

【试题题序】3

【试题类型】对策题

【最大字数】300 字

【试题分数】25 分

【答题要求】（1）内容全面，措施得当，针对性强；（2）语言简洁，条理清楚；（3）

不超过 300 字.

【审题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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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内容全面”：是指要涵盖题目所包含的核心要点，要点的提炼要到位，语言表述

要周延。就本题而言，意见一定不可有遗漏，要将给定资料 4、5 中所有的问题全部

解决。

2.“措施得当” 是指所提的意见要在现有环境和条件下具备可操作性。

3.“针对性强”：是指对策要针对具体问题来提，而不能够偏离了问题天马行空。

4.“语言简洁”：是指在陈述或者表达自己的观点或者事实的过程中，在准确反映语

义和语意的基础上尽可能少的使用字或词句。

5.“条理清楚”：要求在作答时要分条作答。

【解题思路】

本题的作答任务是针对公民增强安全意识，提高安全防范能力提出意见。

1.这是一道提对策类题。首先要知道什么是“建议”。在提对策类题中“对策”和“建

议”都是要求考生作答解决问题或削弱负面影响的行为，但也有一定差别：“对策”

隐含的意思是“我能做”，即若题干为考生设置了身份，那么对策内容要符合题干设

定身份的职责；“建议”是“我做不了，但他人能做”，即不论题干有没有为考生设

置身份，在作答时都要提出考生自己或题干设定身份做不了，但是能够解决问题或削

弱负面影响的具体做法。

2.本题为并为给考生设置身份，因而考生的身份就是自己，提出意见即可。

【参考解析】

1.针对网络安全问题，设置密码，不轻易下载安装陌生软件，不随意泄露和买卖个人

信息，坚守网络道德红线，不轻信和发布不良的网络信息，提高网络安全辨别能力。

2.针对交通出行安全问题，遵守交通规则，不占道抢道，养成良好的乘车习惯，不在

动车组上吸烟，增强自我约束能力，不无证驾驶，避免开车看手机、超载及醉酒逆行；

3.针对心理安全问题，父母多陪伴孩子，多与周围的人沟通。

4.针对网上资金安全问题，与家人共享网络财产信息，通过立遗嘱来保证网络财产安

全，积极参与了解网络资金管理制度，积极参与讨论网上资金安全问题。

5.针对健康安全问题。通过正规渠道提升个人的医学素养、养生知识辨别力，避免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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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盲信购买保健品。

【题干内容】根据给定资料，围绕“底线”这个主题，自选角度，自拟题目，写一篇

文章。

【试题题序】4

【试题类型】文章写作

【最大字数】1200 字

【试题分数】40 分

【答题要求】（1）中心突出、观点正确；（2）条理清楚、语言流畅；（3）总字数

1000-1200 字。

【审题要点】

这是一篇话题作文，给定的话题是“底线”，作文写作中不可避免要提到底线，因而

要对底线的含义进行解释。下笔之前首先审查题干，可以看到“底线意识”包含在全

篇给定资料中，在写文章时要结合全篇材料来整理作答思路。“自选角度”是指在写

作中可以自主选择围绕指定的话题或主题的内涵、原因、意义、危害、对策等作为切

入点进行论述。“自拟题目”要求考生自己起一个标题，最好不要直接使用“底线”

作为题目。1. “中心突出”意味着中心论点要鲜明，不能模棱两可。2. “观点正确”

意味着论证方向要合理。3. “语言流畅”意味着作答语言应当通顺规范。4. “条理

清楚”意味着分论点要明确，而且要旗帜鲜明的给出。5. 字数则在 1000-1200 字之

间，写到 1100 字比较合理。

【解题思路】

题干要求以“底线”为主题；材料中谈到突破“底线”的缘由：以自我为中心的底线

原则，公共道德底线的缺失，制度与法律底线的践踏。

结合材料内容与题干要求，明确主题围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来展开，具体从

以下三个小维度进行论证：

唤醒社会公众对底线的正确、理性认知。（结合材料 1和材料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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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畏制度，遵守公德。（结合材料 3与材料 5）；

强化法律意识与契约精神，法律亦有情感底线。（结合材料 4与材料 6）下面我们对

材料进行梳理:

材料 1:宽容的意义及例证。孔子的“宽恕”，宰相张英礼让三尺，蔺相如礼让廉颇，

陶行知用宽容引导学生，警察宽容对待逃犯黄某。

材料 2:中华民族和谐包容理念的缺失。如：网络的谩骂攻击，日常中的“瞅你咋地？”。

女司机被打事件引发的争议。利益冲突多是认为突破自己的“底线”，往往会突破法

律的底线！

材料 3:农村经济发展与思想道德建设问题。村干部要挟性的村规；为老母办寿宴被

罚；“摆酒”恶俗名目越来越多，摆酒节目演出低俗，公共文化供给不足；刘某过年

打麻将超出娱乐边界；高校学术不端，毕业论文集体抄袭；

材料 4: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安全案件，防小三黑软件；互联网广告生态；

材料 5:最窄人行道，高铁抽烟；无证驾驶、醉驾、玩手机导致交通事故；低头族现

象；网上金融安全；养生伪专家；

材料 6:生态安全意识缺失。矿泉水、饮用水质量造假。

【参考解析】

底线思维

——焕发理性思维、弘扬精神文化

一个人的底线思维决定一个人能否成就一番事业！一个民族的底线氛围则影响一

个国家的未来与长远！

何谓底线思维？是超越动物本能的主观能动性认知，绝非“瞅你咋地”的拳头思

维；是对信仰的坚守，对契约精神的敬畏，绝非“为所欲为”的自我世界；是法律条

框里的灵活以待，也绝非泯灭人性的机械执行。

传统文化的遗失、信仰的缺失，导致一部分人根本不知道何为底线，他们横行霸

道的认为：底线就是自我利益为中心，底线就是老子天下第一。多么荒唐的逻辑与认

知！在精神供给乏力的背景下，我们饱受价值多元化冲击的伤害，我们失去了“真、

善、美”的衡量标准，我们“以妄为常、指鹿为马、”，孝敬公婆成歪理，道路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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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被讹，就连嘴里吃的，身上穿的，手里用的，都有可能是假的，是质量低廉的！

一个 14 亿人口的国家，如果都各行其道、自以为是，没有统一的价值准绳，那

么这个社会将会怪像百出，正如：摆酒为敛财、毕业集体抄袭、养生伪专家炒作、高

铁乱抽烟等自私自利的现象。

基于此，我们需要弘扬中华民族和谐包容的理念，践行“富强、民主、文明、平

等、公正、法治、爱岗、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习孔子的“礼

仪之道”，学习蔺相如的宽容大度，学习宰相张英的礼让三尺，学习陶行知先生的育

人理念，将妇孺皆知的“三字经、千字文”渗透到生活的各个角落，让优秀的精神文

化照亮华夏大地！

焕发理性思维，弘扬精神文化，必须遏制人性本有的弱点和劣根性。因此要学习

敬畏制度，遵守社会公德。

无规矩不成方圆，敬畏制度是契约精神的体现。欧洲 14 世纪的文艺复兴，将西

方文明由封建式的宗教认知引领到“崇尚理性”的精神家园，出现了卢梭的《君主契

约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理性的高贵在于用科学与文明祛除野蛮与落后，

用高尚与真理战胜自私与愚昧。这种理性的高贵终将沉淀为“制度”，或是一种约定

成熟的风俗存在，或是以一种正式的规定存在。任何违背“制度”的错误认知，终究

要付出惨重的代价。正如同：践踏了嫁娶婚丧的淳朴风俗，就会沦落于人人憎恨的敛

财恶习；超越了娱乐身心的棋盘游戏边界，就会沦落为沉迷于幻想的赌徒；非要以身

试法的酗酒醉驾，不但是面临的量刑定罪，还有可能失去生命……

焕发理性思维，弘扬精神文化，不但要常怀敬畏制度之心，还应不断的强化法律

意识，做到：学法、知法、懂法、守法。只有如此，才会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强有力

的支撑与后盾！在信息化时代，我们时常会被各种营销短信、营销电话攻击，这暴露

出存在不法之徒在倒卖信息与数据；网络与媒介中时常曝光、报道食品造假、药品造

假、疫苗造假等耸人听闻的事件，这些都暴露出违法者法律意识的淡薄。当然，我们

也不能机械、教条的单一执法，也要保持一定的灵活度，正如“辱母杀人案”中的于

欢，由“死刑”到“有期徒刑 5年”的改判表明，法律也有兼顾情感底线。

焕发理性思维、弘扬精神文化，需要具备底线思维！底线不是个人的底线，是社

会公众的底线；底线不是为所欲为的底线，而是有制度约束的底线；底线不是僵化恒

定的底线，是相对灵活的底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