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国家公务员录用考试《申论》模拟题解析 

 

一、根据“给定资料 3”，分析杭州限牌存在的问题。（10 分） 

要求：准确、全面、简明，不超过 150 字。 

【参考表述】 

1.忽视根本化管理；2.存在区域性溢出的负面效应，让郊县为拥堵的主城区

承受代价；3.将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置身事外、自设特权；4.对传统机动车排放

未加控制。 

【评分细则】 

“忽视管理”（2分），同义表达酌情给分； 

“区域性溢出的负面效应化”（2分），同义表达酌情给分； 

“置身事外或自设特权”（2分），同义表达酌情给分； 

“对传统机动车排放未加控制”（2分），同义表达酌情给分。 

按每个点 2分，表达分 2分。 

 

二、结合“给定资料”，分析城市病产生的原因。（15分） 

要求：全面、有条理，不超过 150 字。 

【参考表述】 

原因有：1.规划布局不完善；2.功能定位不合理；3.管理方式不科学；4.政

绩考核体系、财税体制不完善；5.相互模仿，不能因地制宜。 

【评分细则】 

“规划布局不完善”（2分），同义表达酌情给分； 

“功能定位不合理”（2分），同义表达酌情给分； 

“管理方式不科学”（2分），同义表达酌情给分； 

“.政绩考核体系、财税体制不完善”（2分），同义表达酌情给分； 

“相互模仿”或“不能因地制宜”（2分），同义表达酌情给分； 

按点给分，每个点 3分。 

 

三、结合“给定资料”，就如何解决城市病，提出你的建议。（15分） 



 

 

要求：有针对性；条理清楚；字数不超过 300 字。 

【参考表述】 

1.在城市规划中应该从宜居的角度合理规划，对城市建设进行科学的指导。

减少重复建设、反复修改，杜绝不合理规划、环境破坏型建设。2.城市的建设者

要用合理的设计方案将城市的软硬件建设进行合理的匹配，各方面的建设同步发

展，不允许类似下水道系统不完善这种短板现象的存在。3.协调我国大城市和小

城市、乡村之间的关系，改变目前人才和资源单向流入大城市的现状，纾解大城

市人口压力。4.治疗城市病最根本的还是要转变发展观念。只有牢固树立以人为

本的执政理念，从宜居的角度去发展、打造城市，才能够真正实现城市、人与自

然的和谐发展，真正地治愈城市病。 

【评分细则】 

每个点 4分，宏观对策 2分，具体展开 2分。若提出的对策具有针对性、可

行性可酌情给分。 

 

四、结合“给定资料 5”，围绕“幸福之城”这一主题，写一篇短评。（20

分） 

要求：观点正确；分析合理；条理清楚；有深度；字数不超过 500 字。 

【参考表述】 

构建生活品质之城，打造幸福满意之都 

如果我们生活的都不幸福，那么城市的发展还有其意义吗？如果城市成为巨

大的毒气室我们还能健康愉悦地继续工作吗？物质富裕了，精神却越发空虚；外

在满意度逐渐提高，内心的幸福感却越发下降；本应成为修养身心的大都市，却

被裹挟着浓浓的雾。 

我们的城市病了！生态净化系统严重失衡，污染破坏俯首皆是，绿水青山只

能停留在电脑的效果图里，曾经最常见的天蓝、水清、山绿、地净成为我们的憧

憬。残酷的现实，一次次拷问着我们的灵魂，我们发展究竟为了什么？ 

    城市的发展必须回归其最原始，最本真的意义，它是人类集中生活的区域，

它是人们理想实现的地方，它是为了人们更好地生活而存在的！构建生活品质之

城，让所有城市的建设者在混沌中重新找到正确的方向。以生活品质作为衡量目



 

 

标，以幸福感和满意度作为评价标尺，让未来城市的发展回归理性，让未来城市

的建设真正向着大家共同编制的蓝图方向发展，这需要执政者政绩观的改变，更

需要作为城市细胞个人为生活品质之城，幸福满意之都贡献自己的力量。 

生活追求品质，幸福带来满意，这是你和我的目标，也是城市发展的目标！ 

【评分细则】 

该题划档给分，具体评分标准如下： 

一类文（15-20 分）紧扣题意，完全符合答题要求和文种特点，切实反映材

料内容，紧密围绕“幸福之城”展开，基本功扎实，结构完整，逻辑清晰语言生

动流畅，不少于 400字。 

二类文（8-14 分）基本符合题意，与一类卷相比，存在问题但并不严重，基

本功尚可，不少于 300字。 

三类文（7分及以下）文不对题或存在问题多且严重，完全不符合答题要求，

基础较差，不足 200字。 

 

五、参考给定资料，结合对“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的理解，

自选角度，自拟题目写一篇文章。（40 分） 

要求：(1)观点明确，内容充实；(2)结构完整，论述深刻；(3)条理清

晰，语言流畅；(4)字数在 1000 字左右。 

【参考范文】 

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必须多谋民生之利、

多解民生之忧，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幼有所育、学有

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

深入开展脱贫攻坚，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建设平安中

国，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确保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

业。 

  关注民生、重视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是党和政府的神圣职责和终极

目标，彰显着一个政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追求，体现着一个国家深切赤诚的为

民情怀。 



 

 

  民生连着民心，民心关系国运。民生问题是中国改革最大的问题，解决民生

问题是最大的政治，改善民生是最大政绩。“群众利益无小事，民生问题大于天”。

民生就是老百姓最实在的日常生活。“民之所望，政之所向”。柴米油盐酱醋茶，

就业求学购房医疗，这些群众牵肠挂肚的问题，看似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却

是关乎民心的大事。改善民生是我们党永恒不变的价值追求，我们党不懈努力让

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不断

迈进，实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通过一步步改革的推进，让百姓心中有了沉

甸甸的获得感，是我们最温暖的民生成就。 

  民之所盼，就是施政所向。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民生领域着力补短板、

兜底线、出实招，群众的获得感显著提升。今天，我们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踏上了实现伟大目标的新征程。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

时代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内涵进行了新的论述，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关于社会主要矛盾内涵转变的重要论

段，阐明了人民对物质、文化、政治、生态等多样化多层次需要的不断增长以及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时使我们看到了在民生领域还存在一些发展短板，再次明

确了增进民生福祉是推进发展的根本目的，要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促进社会

公平正义，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

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进入新时代，保障和改善民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民生领域还有

不少短板，脱贫攻坚任务艰巨，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群众在

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等方面面临不少难题。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影

响着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影响着他们获得感的进一步提升。未

来更需要把民生放在发展首位、贯穿改革始终，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更强

幸福感。 

保障和改善民生要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既尽力而为，

又量力而行，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带领人民创造美好

生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我们坚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有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懈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必将实现全体人民共同

富裕、人人都得到全面发展。 

 



 

 

【评分细则】 

一、分类按档给分，分为四个档次，对应给定相应分值。 

二、评卷时首先定档，然后再在档次内给分，各组可在各档内制定不同的具

体标准。 

三、本题的中心论点要围绕：“民生”展开。 

具体标准： 

一类文：35——40分，本类要求非常高，中心论点紧扣“民生”来展开。立

意高、逻辑性强。思路清晰、环环相扣、语言流畅、没有病句或错别字。 

二类文：25—34分，本类文为基本及格分数线，相对是控制的重点，判断的

依据为：中心论点明确，有论述，逻辑清晰，语言流畅。在这些标准内酌情加减

分值。 

三类文：13—24分，本类的基本标志是中心基本明确，论述不充分，语病较

多。 

四类文：13分以下，这类文为其他情况，比如残篇、通篇抄材料，东拼西凑

无逻辑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