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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度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考试录用公务员

《申论》试卷（市地级）

作答要求

一、根据“给定资料 2”，简述城市水系所具有的功能。（15 分）

要求：

（1）准确、精练，条理清晰；

（2）不超过 150 字。

标准答案：

1.生态环境的调节功能。调节气候、净化污水等。

2.人文景观的构造功能。与绿带公园结合，给人带来美的感受等。

3.应对灾变的功能。蓄水、分流、行洪，应对火灾等。

4.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功能。航运运输、促进城市繁荣发展等。

5.军事预防的功能。在古代护城河就具有保护城市、阻隔敌人的功能。

二、依据“给定资料 2”，阐述划线句子“城市的水系就像城市的指纹”的意思。（10

分）

要求：

（1）准确、全面，有逻辑性；

（2）不超过 200 字。

标准答案：

1.指纹是人的生物特征之一，每人各不相同，具有唯一性。城市水系是城市独特性的表

现之一，不同的城市有各具特色的城市水系。

2.城市水系的独特性主要表现在：（1）城市水系展现了城市特有的自然景观和地理环境，

体现意境美。（2）城市水系承载了城市特有的历史文化，体现人文美。（3）有的城市水系的

治理反映了一个城市管理者的抱负与美学修养，体现和谐美。

参考答案：

（1）“指纹”具有各不相同的特征，是人的独特标志。“城市的指纹”是指城市的水系

各不相同，具有独特性。具体体现在：1.城市水系弯弯曲曲，自然分布不同，纵使建筑能够

千篇一律，但没有两个城市的水系是一样的。2.城市水系所承载的生物景观、历史文化、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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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功能以及管理者的抱负独一无二，具有地方特色。（2）这句话的实质意思是：城市的水系

是一个城市的特色和标志，理解了城市的水系，一定程度上就理解了这座城市。

点评：此道题目是要阐述划线句子的意思，为什么一定要谈对策呢？看过很多参考答案

的解析，大量地写城市水系的功能，这种答案纯粹属于“瞎扯淡写法”，如果大量地写城市

水系的功能，那么答案不是和第 1 道题的答案高度重合了吗？这是在质疑命题人的智商吗？

这道题目让我想起了 2016 年国考市地级的申论第三大题，第三大题共有 2 个小题，第

1小题是要写“T 县规定引发热议的原因”，第 2 小题是要写“网友支持和反对的理由”，

当时很多考生，甚至很多老师做的两道题目的答案都是高度重合的，结果怎么样？第 1 道小

题基本上不得分。用脚趾头想想，两道小题的答案也不可能是高度重合的啊。在申论作答中，

如果一道小题不得分，那损失是极为惨重的，可不像行测那样。

为什么会出现第 2 道题和第 1道题的答案高度重合的情况呢？原因在于两个方面：一是

大家不审题；二是大家只会抄材料，材料哪些内容多就重点抄哪些内容，这种思维太可怕了。

申论不仅考能力，也考一些文化底蕴和知识水平的，好吧？

仔细分析这道题目，只要答出划线句子的意思就好了嘛，就是这句话我看不懂，你给我

解释一下它是个什么意思，10 分的题目，只需要答是什么就好了嘛，但凡是把重点放在了

为什么和怎么办方面的，相信我，是绝对得低分的。这又让我想起了 2016 年国考副省级的

申论第二题，第二题是要指出“中国的教育在技术层面已经走得太快了，‘灵魂’跟不上了”

的含义，跟这道题目的问法差不多一样，只需要解释是个什么意思就足够了。而当年在这道

题目上，据说很多考生，甚至有老师参加考试，只能得个两三分。多么痛的教训，所以一定

要总结教训哇！

再回到这道题目上，这道题目只要牢牢抓住句子中的“指纹”和语境中的“特色”就可

以得高分。什么是“指纹”？看看自己的手指头就知道了，思考一下为什么上班要刷指纹也

该知道答案了。因为没有人的指纹是完全一样的，指纹独一无二，具有独特性，水系就是城

市独一无二的标志，这句话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再结合材料稍微拓展一下就可以了。

今天在网上看到很多机构对这道题目做的参考答案和解析，我一拍桌子就火了。为什么

参考答案总是个“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的套路，还把重点放在了“为什么”和“怎

么办”上面，这种肯定得低分的参考答案也只能够叫做“参考答案”了。如果你在估分的时

候，你在考场上写的答案和你看到的这样子的参考答案很不一样，你应该感到庆幸，因为你

写的很有可能就是高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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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我！相信我的判断！最重要的是要学会吸取教训。还有自己要培养自己独特的思考

力和判断力，要有理性思辨能力。不要捡到个垃圾还把它当个宝贝！

三、假如你是某报社记者，请根据“给定资料 3”，以“打造‘水清、水活、水美’的

‘活力水城’”为题，写一篇报道。（20 分）

要求：（1）内容具体、全面；（2）语言流畅，有逻辑性；（3）不超过 500 字。

标准答案：

打造“水清、水活、水美”的活力水城

本报讯（记者 XX）近日以来，B 县在打造“活力水城”方面取得了积极效果。活力水城

具有多样滨水公共空间，实现了“水丰、水清、水美、水活”，让“蓝天、碧水、绿地”相

融合，城市充满了活力。成绩的取得与县委书记 W 的治水思路息息相关，且看本报详细报道。

加强河流污染治理，实现“水清”是基础。B 县在 10 月 1 日打响了南河治污战役，并

坚决取缔 324 家污染企业，同时推进县内其它两条河流的污染整治，使“三河”变清。在实

现“水清”的基础上，B县进一步疏通河道，实现“水活”。B县先后建设完善了各级水库，

建成“一河三湖九湿地”，保证活水有源头，同时还规划建设 260 多公里的水网，使水网密

度达到每平方公里 5公里以上，让“毛细血管”畅行无阻。

水之美在于其能增色添彩和滋养生命。从古至今，许多文人雅士都将水作为创作的意向

和精神的寄托，水以其声、其色、其形让人复返自然。B 县正是认识到了水的文化审美功能

后，采取“三河治理工程”、增加水域面积、改善水质、增加景观等举措实现了“水美”。

对于打造活力水城，县委书记 W充满信心，并表示希望三年以后实现这一目标。让我们

共同期待这一天的早日到来。

字数：470 字

四、假如你是 L 市水务部门的相关工作人员，请根据“给定资料 4”，就 L 市构建城市

生态水系的规划特点及其可行性，写一份材料，供领导参阅。（15 分）

要求：

（1）紧扣资料，内容全面；

（2）层次分明，有逻辑性；

（3）不超过 400 字。

标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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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市构建城市生态水系规划特点及可行性的汇报

我市水资源丰富，在因地制宜的基础上拟构建城市生态水系，现将规划特点和可行性汇

报如下。

规划特点：一、因地制宜，定位准确。山水结合，打造山水美丽城市。二、理念先进，

目标明确。路网和水系并重，规划清晰，循序渐进。三、展现文化底蕴，守望黄河文明。打

造水环境的同时，挖掘历史文化资源。四、注重综合施策，发挥多重效益。整体布局，统筹

协调，综合施治。

可行性：一、自然地理得天独厚，为构建城市水系提供良好基础。拥有“两山夹一沟”

的地形地貌和良好的水文条件，黄河流域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二、保障措施充分有力。

成立专门的领导小组，组建专家顾问组，集思广益、问计于民，宣传推广、形成合力。

请领导参阅指正。

五、请深入理解“给定资料 5”结尾划线句子“只要我们能静下心来向水学习，我们的

智慧和情操就一定能得到提高”，联系实际，自拟题目，写一篇文章。（40 分）

要求：（1）自选角度，立意明确；（2）参考“给定资料”，但不拘泥于“给定资料”；（3）

思路明晰，语言流畅；（4）总字数 1000～1200 字。

参考文章：

学习水的精神

李 彬

大思想家老子的师父常枞在即将离开人世的时候，老子问师父：“今后，我将以谁为师？”

常枞说：“你应该以水作为老师”。“以水为师”是常枞临终前留给老子的教诲，也是一种高

深的智慧。师从善动之水可以学习水滋养万物、无私奉献的仁爱美德和海纳百川的包容品质，

有助于提高情操。师从善动之水也可以提高智慧，因为水可以柔弱胜刚强，蕴含着灵活变通

的科学精神。

老子在《道德经》第八章写道：“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水滋养万物、孕育生

灵、造福众生，却不与万物争任何东西，这种仁爱美德是何等高尚的情操。管子又名管仲，

他是春秋时期杰出的人物，被誉为“法家先驱”、“圣人之师”、“中华第一相”，是一个有情

操的人，这种修为与他向水学习是分不开的，如管子所言，“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从

管子的经历不难看出：虚心向水学习有助于提高我们的情操。而反观社会现实，争名夺利、

功利主义处处盛行，因此，向水学习提高情操紧迫而又必要。水还具有包容性，正所谓“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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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百川有容乃大”，水不择细流，故能汇聚成汪洋大海，不排斥万物，故能厚德载物，滋养

生灵。这种包容的品质也是情操的一部分，因此向水学习可以习得水包容的品质，进而提高

我们的情操。

学习水的精神还可以提高我们的智慧，这种智慧首先体现在以柔克刚之上。老子认为，

“天下莫柔弱于水”，但是“攻坚强者莫之能胜”，这正是“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

的道理所在，这种道理实乃是一种大智慧，因为水虽柔弱，但却不懦弱，看似平静，但有着

惊人的力量，俗话说的“滴水穿石”就是“柔弱胜刚强”的典型案例。如果人类能够虚心向

水学习，自然能习得以弱胜强、以柔克刚的道理，把这种道理用在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

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上，凡事“退一步海阔天空”，最后实现和而不同、和谐共生，不得

不说这就是提升了人类的智慧。向水学习还可以学习水灵活变通的科学精神，这种灵活变通

是一种智慧的呈现。水的形态千变万化，在方而法方，在圆而法圆，外圆内方，此乃变通之

道。当水遇到高山险阻时，或洄旋，或分流，或冲击，或另辟蹊径，当水遇到平原坦途时，

则静水深流。水善于变通，但却从未改变水的本质，正所谓“万变不离其宗，复杂源于简单”。

当下的我们总是在坚守传统与现代化之间摇摆，该坚守的反而丢失了阵地，该变革创新的却

抱残守缺、固步自封，这并不是正确的做法，如果能够虚心学习水的精神，想必可以提升我

们在解决传统与现代这一二元困境上的智慧。

古人其实很早就懂得向水学习，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学说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都

有关于水哲学的精彩论述。但当下人类在物质极大丰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现代化道路上

过分膨胀反而丢弃了向水学习的传统，变得浅薄傲慢、不可一世，有时甚至有几分愚昧。因

此人类很有必要放下高傲的姿态，静下心来向水学习，以提高情操和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