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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一） 

 

1、改革进入深层的利益调整和权力重构阶段，阻力越来越大。但是，再硬的骨头也要啃下

来，再深的河水也要蹚过去。政府改革的核心是简政放权转变职能。中央三令五申，实施清

单制度，力度不可谓不大，但成效却难以让百姓满意。在不少地方和部门，该放的权力难以

放到位，该管的环境难以管理好。那么多的“双创”行为受制于政策的悬置。那么多的企业

不是战死沙场，而是倒在了行政审批的“最后一公里”。 

这段文字意在说明（    ） 

A.改革越深入，遭遇阻力越大 

B.改革不可回避，阵痛在所难免 

C.改革深入攻坚，已是不容迟滞 

D.创新发展的巨大潜能蕴藏在改革之中 

 

2、文化本质上拥有让人处变不惊的力量，不仅让人们依恋传统，也鼓励人们接受新的可能。

就像春节团聚，返回家乡固然是极好的方式，但春节离不开岗位，错峰返乡也依然情意浓浓，

选择第三地旅游过年，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天伦之乐？时代环境变了，文化形态也会相应改变。

过去代表“年味儿”的某些形式，或许将离我们远去，但只要心在一起，就能找到新的“年

味儿”取而代之，而不会留下情感文化空缺。 

这段文字的主旨是（    ） 

A.春节重要性对于国人来说已有变化 

B.文化的变迁是其本质主导下正常现象 

C.家人团聚有很多时间、形式可以选择 

D.文化是否空缺取决于人们的心是否在一起 

 

3、贫困有时不仅是收入低下，还是能力匮乏。能力的根本是素质。文明也是一种素质，而

且是更重要的素质。“贫困文化”的研究者早就提出，不但要关注穷人的生活状态，而且要

关注他们的价值观念、生活态度和行为模式。这种“亚文化”一旦形成，就会影响他们改变

贫困的状况，而且会代代相传使贫困维持下去。当年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先驱晏阳初先生，

就认定乡村建设的根本之策在于治理“愚、贫、弱、私”，以培养农民的知识力、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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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建力和团结力。 

这段文字意在说明（    ） 

A.国民素质的提高根本在于文明的发展 

B.要大力提升贫困群众的发展能力 

C.个人能力发展的根本是文明素质 

D.提升贫困群众的文明素质意义重大 

 

4、随着东部沿海地区发展转型、产业转移，中西部地区经济崛起，重庆、湖南、四川等传

统劳动力输出地，正迎来返乡创业的热潮。这些创业者中，既有返乡的农民工、企业管理者，

也有大学生、公司职员等，他们怀着浓浓的乡情，抓住家乡发展的大好机遇，带着资金、技

术以及先进的管理理念回乡打拼。在中西部的一些地方，返乡创业的企业数量和创造的产值，

已占据县域经济的半壁江山。目前，这一趋势方兴未艾，它给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工业化

带来了强劲的动力，也改变着中国的经济版图。 

对这段文字理解不准确的是（    ） 

A.中西部返乡创业主要受益于东部的发展转型 

B.返乡创业热潮主要出现在传统劳动力输出地 

C.返乡创业成为推动中西部县域经济发展的动力 

D.返乡创业已成为撬动中西部地区转型的新杠杆 

 

5、科学素质是公民实现美好生活的前提，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社会基础。目前我国公民科学素质还不能满足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研究表明，进入

创新型国家行列的 30 多个发达国家，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最低都在 10%以上，我国仅

为 6.2%。虽然我国公民科学素质提高很快，但发展不平衡，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仍然很

大，特别是我国科普方面的公共服务很不均衡，农民、城镇新居民、边远和少数民族地区群

众获得服务的机会明显偏少。 

这段文字意在说明（    ） 

A.我国公民科学素质还需进一步提高 

B.全社会应关注公民科学素质的提高 

C.我国与发达国家在公民科学素质上存在差距 

D.我国公民科学素质不高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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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人才是创新的根基，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深化改革、推动创新，一方面离不开

激发民智、汇聚民力，另一方面要发挥高端人才的关键作用。只有大力实施人才强国战略，

“择天下英才而用之，集聚一批站在行业科技前沿、具有国际视野和能力的领军人才”，努

力抢占经济科技制高点，才能为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变夯实人才基础，为提

升综合国力注入强大推力。 

这段文字意在说明（    ） 

A.人才是创新的一部分 

B.人才是创新的特点 

C.人才是创新的关键 

D.人才是创新的原因 

 

7、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最重要的是两个转变，一是经济增速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

增长，二是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第一个转变已接

近完成，但第二个转变明显滞后，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模式尚未完全形成。我国发展过程中

出现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与两个转变不同步有很大关系。延续中国经济发展奇迹，

必须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推动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效增长、实现由大到强的质的飞跃。 

对这段文字理解有误的一项是（    ） 

A.我国不少地方仍存在经济规模速度粗放增长现象 

B.两个转变同步进行可减少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些问题 

C.新常态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实现由大到强的质的飞跃 

D.我国经济增速已经完成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 

 

8、扶贫，粗略地说，有两个责任主体。一个是党和政府，另一个是贫困户自身。后者的责

任平时说得少，其实，要改变命运，自己不奋斗、不拼搏，怎么可能实现呢？政府可以开拓

融资渠道、给技术支持、给创业就业环境，但具体怎么用好这些条件，离不开贫困户自身努

力。政策再好，不伸手也够不着。当然，丧失劳动能力，实在伸不出手的，可以另当别论。 

这段文字意在说明（    ） 

A.贫困户自身对脱贫的责任比党和政府的要轻 

B.贫困户应积极通过自身的努力改变贫困的现状 

C.党和政府应当加强贫困户奋斗拼搏精神的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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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应争取党和政府更多的帮助 

 

9、从宏观调控看，保持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是精准把握稳增长与调结构平衡的最优选择，

这有助于我们在保持经济运行合理区间的前提下，既能实现稳就业的目标，又能促进结构调

整取得积极进展。当务之急是做好处置预案和政策储备，加强相关的舆论引导、风险隔离和

社会保障等配套工作，同时运用必要的金融工具，调整负债的期限结构，缓解地方政府和企

业的短期债务压力。只要处置得当，就不会演变为系统性风险。 

与这段文字意思相符的一项是（    ） 

A.促进结构调整取得进展的因素之一是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B.运用必要的金融工具，调整负债的期限结构，有助于实现稳就业的目标 

C.处置预案和政策储备可以缓解地方政府和企业的短期债务压力 

D.阻止系统性风险发生主要在于缓解地方政府和企业的短期债务压力 

 

10、犯其至难方能图其至远。一棵树苗，必须经历风吹、雨淋、日晒、虫害等挑战，才能长

成参天大树；一名干部，也要经受意志、耐力、定力、孤独等考验，方能成为合格干部。没

有在恶劣条件下的摸爬滚打，不经受心理上的辗转反侧乃至痛苦煎熬，就很难获得应对困难

的“免疫力”，让内心真正强大起来，做到“逢辱而不惊，遇屈而不乱”。 

下列与这段文字表达的意思最为贴近的一项是（    ） 

A.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 

B.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C.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 

D.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