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 年广东省乡镇公务员考试申论真题 

  问题一： 假如你是 A镇的一名乡镇干部，请根据材料 2，为当地政府帮助

种粮大户走出经营困境提出建议。（本题 20分） 

  要求：建议合理，针对性强，条理清晰，表达准确，篇幅不超过 200 字。 

  问题二：请根据材料 4，分析说明西源水果专业合作社的成功经验。（本题

30分） 

  要求：分析全面，说明透彻，条理清晰，表达准确，篇幅不超过 200 字。 

  问题三：请根据全部给定材料，结合你对粤东西北地区的了解，围绕“农村

经济发展”这一主题，自拟题目，写一篇议论文。（本题 50分） 

  要求：1. 以给定材料为基础，主体明确，思想性强。 

  2. 论点鲜明，论据确凿，论证严密，合乎逻辑。 

  3. 结构完整，条理清晰，行文流畅。 

  4. 篇幅在 800字左右。 

  给定材料： 

  引言：全面深化农村改革，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处理好政府

和市场的关系，激发农村经济社会活力；要鼓励探索创新，在明确底线的前提下，

支持地方先行先试，尊重农民群众实践创造；要因地制宜，循序渐进，不搞“一

刀切”、不追求一步到位，允许采取差异性，过渡性的制度和政策安排；要城乡

统筹联动，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

让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 

  ——摘自《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2014

年中央一号文件） 

  材料 1： 

  广东农村的主题在粤东西北地区。长期以来，农村经济在粤东西北地区的经

济中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近些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大量农村

劳动力持续向外转移，不少农村出现务农劳动力老龄化和农业生产兼业化的现象，

“谁来种地”的问题日益突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现代农业经济发展在不少

地方面临挑战。 

  当前农村谁在种地？2013年，某农业大县农业局对 100个村 1000户农户进

行了调查，结果如下：从年龄结构来看，50岁以上的占了 63%，30岁到 49 岁的

占 25.3%，20岁到 29 岁的只有 3.5%；从男女比例来看，女性占到了 65.7%，男



 

 

性仅占 34.3%；从文化程度来看，小学文化的占 17.2%，初中文化的占 67.7%，

高中及以上学历的，仅占 15.1%。 

  在该县，说起今年天气，农民们心存感激：既没遭水灾，也没遭旱灾，这是

近年来难得的风调雨顺。农民喜获丰收，粮食、蔬菜等许多农产品都实现了增产。

不过，农民依然感觉经济效益低。据测算，户均年种田收入不足两千元，散户种

田的收入远远不如外出打工的劳务收入。另外，随着农村地区青壮年劳动力外出

打工成为常态，农村耕地撂荒的现象较为严重。 

  该县的情况在其他许多地方也普遍存在。 

  材料 2： 

  近年来，农村的种粮大户在繁荣农村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通过规模

化、集约化经营，提高了经济效益，也给原土地承包户和受雇农民带来了实惠，

然而，他们中的一些人在生产经营中也面临着不少亟待解决的困难。 

  种粮大户马功成看上去精明强干，却连续换了 3个地方承包土地，至今仍然

亏损，2008 年，马功成在 A镇承包了 100亩土地，但因水利设施不到位，农田

的灌溉很成问题，收成非常不理想，两年下来，亏了近 5万元。2010年，他又

流转了 80亩土地，租金是 600元一亩，涉及到 3个村。这次，马功成开始注重

农田水利建设，“我们这里农田地势较低，容易内涝，去年我就花 3万多元自己

带着儿子去修整排水沟“，然而，由于资金较为紧张，马功成没有进行大规模的

农田基础设施改造，结果收成没有起色，没赚到什么钱。 

  另外一个问题也困扰着马功成，尽管马功成认识到“越是规模经营，越需要

专业技术”的道理，但是，基层农技站服务人手少，服务能力不足，不能给马功

成提供足够的技术支持，以水稻种植为例，虽然知道机械化作业的好处，但由于

缺乏技术知道，马功成自己培育的秧苗质量不过关，无法使用插秧机，”明年想

上机插秧，但心里没把握，秧苗和技术是主要问题，“说到这里，马功成显得忧

心忡忡。 

  同一个镇的另一位种粮大户陈天明对搞粮食种植所面临的风险深有感触：

“农业生产还是靠天吃饭。2013年受台风影响，这里降水超过 400毫米，农田

被淹，我损失了 30多万元，全家人种粮的信心也遭到打击，如果听从干部的劝

告，给水稻上了保险该多好啊！”陈天明说出了很多种粮大户的心声，他们最怕

老天爷”翻脸“，一旦遇上了严重的水灾或者旱灾，损失将难以承受。 

  陈天明还有进一步扩大种粮规模的想法，但也有不小的顾虑，因为拿地成本

已经偏高，而且新增一亩地起码要投入 600多元资金，光靠自己的资金无法扩大

种粮规模。”像我这样的农户没有什么担保物。田是租的，粮食收购走了， 

  只有十几台年年要折旧的农业机械，能向银行贷到的款很少。”去年，陈天

明急需 50万资金改善生产条件，但通过自有资产的抵押和他人的单报也只贷到

了 20万元。 



 

 

  材料 3： 

  随着农村发展进入新阶段，在许多地方，家庭农场正在悄然兴起。作为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家庭农场以农民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主要进行种养业专业化

生产，其经营者大都接受专业培训。它利用家庭承包土地或流转土地。从事规模

化、集约化、商品化农业生产，具有较高的经营管理水平和生产效率是农户家庭

承包经营的升级版。 

  在 B县，通过土地流转已拥有上百亩土地的“农场主”有 20多个，大同村

的刘明就是其中之一，这些年来，村里青壮年劳动力纷纷外出打工，大量土地闲

置甚至是撂荒。看到这个情况后，刘明萌生里把闲置的土地流转过来种植沙糖桔

致富的想法，通过与村民们商量，他在村里以每亩地 200元至 300元不等的价格

租赁撂荒的土地 200多亩，集中起来种沙糖桔，平时的果园种植和管理主要靠他

和他的妻子以及其他家庭成员，农忙时忙不过来，就雇请两三位村民帮忙。一年

下来，除去化肥、农药等成本，刘明的经营收入达到 40万元。 

  “家庭农场这种模式实际上并非新鲜的事物，各地早就在这方面进行探索，

只是原来没有进行调查。”B县农业局有关负责人说。据调查，目前全县潜在的

家庭农场数量超过 200 家，数量之多超过管理部门的预测，只是绝大部分尚未登

记注册。该负责人还表示，从目前的调研情况看，种养结合型的家庭农村较为普

遍，但是由于每一项的种养规模都不大，按照现有的农业扶持政策，这个群体很

难获得政策扶持，因为他们既不是种粮大户，也不是养殖大户。目前，该县正根

据当地的实际情况，积极探索针对家庭农场的扶持政策。 

  材料 4： 

  西源水果专业合作社于 2010年 8月 12日注册成立，注册资金达 560 万元，

近年来，该合作社以种植当地名产红心柚为支柱产业，积极为社员提供技术培训、

统一销售等服务。合作社成员从组建初期的 10 多万户发展到现在的 200 多户，

并拥有 3000多亩柚园。2013年，该合作社实现销售 5000多万元、利润 180多

万元，助农增收近 300 万元，受到广大社员的一致好评，合作社被评为市“2013

年度十佳农民专业合作社”，合作社经理何家祥被市总工会、市供销合作社评为

“2013 年度先进工作者”。 

  在何家祥联合广大红心蜜柚种植户成立合作之前，社员种植没有统一标准，

销售各行其道，甚至恶性竞争，好收成却没有好收益。合作社成立之后，何家祥

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提出了科学的管理理念，制定了技术管理统一、农药和肥

料统一、销售管理统一（“三个统一”）的管理制度，同时，该合作社编制了《专

业合作社章程》、《肥料使用登记手册》、《合作社业务管理方案》，分发给每

户果农。为了实现合作社“树品牌、促销售、重环保”的产业管理目标，合作社

对每户果园进行编号登记，建立台账，实行片区管理，逐步实现了产品生产的规

范化。 

  合作社还聘请了技术人员，经常对种植户和广大社员进行技术指导，提供技

术服务。为了提高社员的科学种植管理水平，合作社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



 

 

多次举办技术讲座，根据不同季节进行技术指导，果农的种植管理水平得到很大

提高。仅 2013年，参加培训的果农就有 300多人次，技术人员经常亲临现场指

导和规范。合作社还组织果农进行技术交流，取长补短，共同提高管理水平。合

作社还安排技术人员和种植大户到广西、福建等地，学习先进的种植技术，培养

处了近百位技术型农民。 

  2012 年，合作社申请注册了“西源”商标，为实现产品的品牌化、标准化

生产和统一销售打下了基础。2013年，该合作社成功与周边城市的大型超市合

作，顺利实现从果园到超市的对接。水果统一销售率逐年提高，产品价格 

  比市场同类产品价格高出 10%-15%，有效地促进了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 

  此外，当地县委县政府重视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也为这类专业合作社取得

成功提供了帮助。4年前，为引导专业合作社健康发展，县委县政府成立了农民

专业合作社发展协调领导小组，出台了重点产业奖励扶持政策，每年投入产业扶

持金 100 余万元。西源水果专业合作社紧紧抓住这一机遇，积极争取县委县政府

的支持，在政府相关部门指导下，完善了合作社的内部管理制度，并由政府协调，

解决了融资难题。 

  2013 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鼓励农村发展合作经济，扶持

发展规模化、专业化、现代化经营”。受这一政策的鼓舞，西源水果专业合作社

继续流转了 500亩周边土地，筹建了农业生态园。目前，生态园内种植了葡萄、

黄梨、油桃、草莓等水果，还开展了观光旅游、自由采摘、特色餐饮、垂钓鱼类

等经营服务项目，扩大了生态农业规模，为进一步带领广大社员、乡亲共同富裕，

提振当地农村经济做出了贡献。 

  材料 5： 

  5年前，c县西山村村民钱光明流转了 30亩土地，搞起了蔬菜种植，并且加

入了一家合作社。“当时不知道合作社是怎么回事，觉得对自己没有什么坏处，

也不用交钱，就把身份证借给别人用了一下。合作社成立后，自己糊里糊涂成了

合作社的一员。”钱光明说，“合作社理事长组建合作社的初衷，就是希望能得

到点补贴。成立 3年来，合作社并没有实际运转，不过是个‘空壳’。”这类“空

壳社”没有给农民带来任何帮助，动摇了一些农民最合作社的信心。 

  除了“空壳社”的问题外，当前合作社经营中还存在其他一些问题，比如：

一些合作社违背“风险公担、利益共享”的设计初衷，损害了一些社员的权益；

一些合作社存在制度管理不规范，社长“一言堂”等突出问题；还有一些合作社

由于缺乏有效抵押物，难以从金融机构获得足够贷款等。 

  材料 6： 

  在农业产业化领域的诸多探索中，D县以龙头企业带动农村经济发展的实践，

颇为引人注目。 



 

 

  在 D县，某知名农业龙头企业率先采用了“公司+农户”的农业产业化模式。

数年后，该企业进一步发挥龙头产业的引领和帮扶作用。通过为养鸡户提供无偿

帮助、银行贷款担保，帮助养鸡户建设标准化的家庭农场，把个体农户的小规模

生产升级为家庭农场，将“公司+家庭农场”的模式，既提高了生产效率，也增

加了农户收入，如今，该企业还尝试另一种合作模式——由企业和村集体合作建

设养殖示范小区，扩大企业和农户的“双赢”局面。 

  更让人欣喜的是，如今在 D县农业产业升级的舞台上，该企业不再是唯一的

主角。在该企业的示范下，全县已出现多家农业龙头企业，据该县农业局负责人

介绍，截至目前，全县年产值 100万以上的农业龙头企业有 100多家，其中亿元

以上的有 5家，农业龙头企业的个数和产值均排在全省前列。 

  D县还组织引导农业龙头企业与高校、科研单位紧密合作，在全县建立起十

多个实验基地。与此同时，该县先后出台了多项扶持措施。近两年县财政对农业

的总投入达到 1.6亿元，每年争取到上级扶持项目资金 6000万元，协调金融部

分为农业生产化项目提供资金信贷等服务。 

  然而，以龙头企业带动农村经济发展的模式在一些地方也遇到了困难，由于

受生产资金、劳动用工、科技装备的制约，合作农户的生产规模、效率难以进一

步提高，农户的收入增长缓慢，这使得如何在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分配利润变成

一个敏感的话题，尽管通过与龙头企业的合作，农户不再为农场品的销路发愁，

也转嫁了一些种植也的风险，但在价格上严格受制于龙头企业，在利益的分配上

处于弱势地位，农户增收不明显甚至出现亏损，逐渐丧失与龙头企业合作的动力。 

  近年来，一些农村出现了新兴的“立体经营模式”。 

  在某村，村民林泽海和家人正在半山腰上热火朝天地做木工活，“这些是用

来搭建鸡棚的，为林下养鸡做准备。在山顶，我还准备修几间小木屋，供游客休

息……”谈起自己的”山外山”立体农场，林泽海难以抑制自己内心的激动。山

脚下，十几个鸡棚正在建设中。林泽海预定了 1600 只鸡，6月 1日已经进场 1000

只。这批鸡分为观赏鸡和绿壳蛋鸡两种，观赏鸡放在山顶供游客参观。蛋鸡则放

养在李树林下，所产鸡用于礼品销售。山顶上，土地被划分为多个地块租给游客

耕种。林泽海还出租农具，销售生长周期较短的水果种子及有机肥料给游客。有

机肥料来自于绿壳蛋鸡，这是一笔几乎不投成本的收入。如果游客不能经常过来，

林泽海的农场还可为游客代种代管，此外，山顶还有专门的农家乐和烧烤场地，

以供游客自主选择。“到 6月份，整个农场的投入将达到 300万以上，一旦李子

成熟，就可以开园迎客，吸引本县乃至周边的游客来体验农家生活。”林泽海说。 

  “目前，我们正在积极进行宣传，争取能在李子成熟时，将‘山外山’立体

农场一炮打响。与此同时，我们正在积极注册商标，办理无公害标志等。此外，

还在网上订购了装鸡蛋的竹篮，力争以后能将鸡蛋产品打进超市。”尽管距离取

得实际收益还有一段时间，但林泽海充满了信心。 

  材料 8： 



 

 

  在不少农村地区，一些村民利用当地资源，加上富有创意的点子，走上了发

展特色经济的道路。 

  （一） 

  2013 年，E县农场主张宏强在自己的葛根基地饲养了 20头葛根猪，这 

  些猪全部敞开放养，不喂饲料，只刨食葛根藤叶和下脚料，10个月之后出

栏，猪肉肉质鲜美，受到当地消费者的欢迎。当地消费者的欢迎。每头葛根猪的

售价高达 8000多元，除去成本，1头猪纯利润近 2000元。目前，类似于香茶猪、

野猪、有机猪、黒鹜、瘦身鸡等特色养殖以及食用菌盆景、草莓盆景等特色种植，

在当地农村屡见不鲜。 

  （二） 

  F县有着丰富的竹资源。2008年，当地的农村娃贾玉国办起一家加工厂，大

量收购竹叶、竹筒、笋壳加工竹筒肉、竹叶黄粑、竹壳黄耙等竹系列食品，取得

了不错的经济效益。他的创意农业也带动了周边农户的增收。他说：“竹叶，原

来烂在地头，现在，我们每年需求上百吨，收购价 0.8-1元/斤，苦竹，原来才

卖 0.3元/斤，现在我们收来做竹筒肉，每斤收购价比原来高了 8毛多。” 

  （三） 

  2013 年，G县农民孙友才的“四季”养殖场养殖了 60亩螃蟹，希望通过“钓

蟹”发展乡村旅游和观光农业。9月底，蟹黄膏满时节，周围的游人纷纷开着车

来钓螃蟹。养殖场向游客收费，每钓上 1只，大的收费 20 元，小的收费 10 元。

螃蟹的销量节节递增，短短两个月就全部售完，而且售价比原来按斤两卖还高，

又节约了一大笔运费，获利颇丰。 

  2014 年广东省乡镇公务员考试申论解析 

  一、假如你是 A镇的一名乡镇干部，请根据材料 2，为当地政府帮助种粮大

户走出经营困境提出建议。（本题 20分） 

  要求：建议合理，针对性强，条理清晰，表达准确。篇幅不超过 200 字。 

  【答题思路】 

  本题是传统的对策题，材料范围仅限于材料 2，材料主要以“马功成、陈天

明”两个典型的种粮大户为例子，更多反映的是问题。通过对材料的解读，可知：

种粮大户的经营困境主要有“农田水利基础设施落后，专业人才匮乏、资金短缺

融资困难及市场风险”这几方面，只要我们能围绕这些现存问题一一对应提出策

略，那就是针对性强；按照“硬件设施——软件技术支持——化解融资难”思路

则条理清晰。注意基层所提对策要具体、落地，主体明确，措施中肯，尽可能将

材料中的具体问题解决到位。 



 

 

  【参考答案】 

  一、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建议政府加强财政资金投入，重视、完善农田水利

建设，帮助农户改造农田基础设施，解决灌溉难题。同时，建议出台用地优惠政

策，适当降低拿地成本。 

  二、提供专业技术支撑，提升服务能力。建议政府增派农技专业人才加强技

术指导，传授农技知识，培育优质粮食品种、秧苗，为种植大户提供技术支持。 

  三、探索金融信贷新方法。建议政府为农户提供信用担保，获得资金贷款，

鼓励农户购买农业保险，减少市场风险。 

  【赋分规则】 

  主要关键词“政策支持、资金投入、农田水利设施、拿地成本、专业技术指

导、服务能力、秧苗、金融信贷、资金贷款、农业保险” 每点 2分。 

  【赋分说明】 

  类似表达，言之有理，可酌情给分。 

  二、请根据材料 4，分析说明西源水果专业合作社的成功经验。（本题 30

分） 

  要求：分析全面，说明透彻，条理清晰，表达准确，篇幅不超过 200 字。 

  【答题思路】 

  本题是传统的分析题，材料范围仅限于材料 4，要求分析“成功经验”，类

似于启示题。材料主要以“西源水果专业合作社”为例，也就是要对水果合作社

成功的经验进行分析说明。在要求当中，首先要求分析全面，说明要根据例子对

成功经验进行多方面的分析，根据材料可知，包括：明确支柱产业，实行统一管

理，开展技术指导，申请注册商标等多方面的内容。第二个要求是说明透彻，也

就是对于上述各方面的成功经验要进行解释说明。条理清晰要求分条分点作答，

不超过 200字要求表述精炼简洁。 

  【参考答案】 

  水果专业合作社实行产品的品牌化、标准化生产和统一销售。具体经验： 

  一、 政府重视，政策扶持。成立协调领导小组，加大投入和指导。 

  二、 加强统一管理。因地制宜，明确支柱产业；提出科学管理理念和统一

管理制度，实现产品生产规范化。 



 

 

  三、 开展技术指导和服务。举办讲座，邀请技术人员现场指导，组织果农

参与技术交流。 

  四、 申请注册商标。统一销售，实行农超对接。 

  五、 专业化、现代化经营。扩大生态农业规模，增加经营项目。 

  【赋分规则】 

  主要关键词“政府重视，政策扶持；统一管理；技术指导服务；申请注册商

标；专业化、现代化经营” 每点 3分。对经验的说明合理清晰，酌情给 1-3分。 

  【赋分说明】 

  类似表达，言之有理，可酌情给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