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部分 基本常识

单选题

1. B 要把握事物的度

2. C 前进性和曲折性相统一的观点

3. D 社会发展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性

4. A 任何社会的上层建筑都源于它的经济基础

5. C 人们应合理地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

6. B 限制政府权力

7. C 程序法

8. D 行政处罚显失公正

9. B 2 年

10. A 水上交通事故

11. C 价值

12. C 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

13. A 借贷资本的供求状况

14. C 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15. B 劳动过程和价值增值过程的统一

16. C 价格机制

17. B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18. B 一般固定财产

19. C 商品市场

20. B 收入的平均分配

21. D 算盘

22. C 八

23. B 核磁共振

24. C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25. A 使用权

26. A 党管干部

27. C 敬业奉献

28. A 公司制

29. C 一个中国原则

30. A “五四”运动中的工人罢工

31. A 八七会议上

32. B 民族资产阶级

33. D 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

34. C 调查报告

35. C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36. C 报告以议论为主要表达方式，例如撰写总结报告

37. B 美好生活

38. A 55
39. C 人工智能赋能新时代

40. D 5000 元/月



判断题(A 表示正确，B 表示错误)
41. A
42. B
43. A
44. A
45. B
46. A
47. A
48. B
49. B
50. A
51. A
52. B
53. B
54. A
55. B
56. B
57. B
58. B
59. B
60. A
61. B
62. B
63. A
64. B
65. B
66. A
67. A
68. A
69. B
70. A

第二部分 写作

（一）请在认真阅读背景材料的基础上，结合背景材料，简要概括法治建设中存在的问

题。（20 分）

要求：条例清楚，简明扼要，字数不超过 300 字。

参考答案：

1.部分法律在制定中细则过于复杂，常人难以记忆理解。

2.普法宣传教育工作滞后。



3.存在有法不依的问题，商家见利忘义，违法成本低、违法收益大。

4.消费者缺乏理性消费意识和自我保护的能力，维权意识淡薄，不能用法律手段维护自

身合法权益。

5.存在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问题，执法者易受舆论裹挟，存在法不责众的思想，处罚

力度不够。

6.监管力度不足，尤其农村地区存在监督空白。

（字数：175 字）

（二）根据背景材料内容，结合实际，自拟题目，自选角度，写一篇议论文。（40 分）

要求：观点正确，论述充分，文字规范流畅，字数在 1000 字左右。

参考范文：

威严与温良双馨 法治与德治并举

道德是法律的基础，法律是道德的保障。在建设法治社会的过程中，法治与德治缺一不

可。面对今天山寨横行的食品安全问题、天价宰客问题，法治建设依然任重而道远。唯有加

强法治建设，才能保证社会的安定有序，实现国家的强盛富裕。

从严执法，握紧法治指挥棒。张居正曾言“盖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

好的法规制度如果不落实，只是写在纸上、贴在墙上、编在手册里，就会成为“稻草人”、

“纸老虎”，不仅不能产生应有作用，反而会损害法规制度的公信力。尤其现在社会风气浮

躁，社会矛盾日益复杂和深化，更需要从严执法，维护法律的权威，对于潜在违法行为起到

震慑作用。此外，从严执法还要加大处罚力度，提高违法成本，结合文明灵活的执法方式，

从法不责众到违法必究，畅通节假日的应急车道，也畅通法律执行的道路。

源头培育，谱写法治新乐谱。普法教育与道德教育双向驱动，做好源头培育工作，从根

本上引导群众的认知取向。正所谓，“知之愈明，行之愈笃”。群众在了解法律规定的前提下，

可以自觉规避违法行为，极大提高法律的前置性。法律是道德的最后底线，社会的更高级文

明不仅在于法治，更在于德治。康德说，世界上为有两样东西能让我们的内心受到深深的震

撼，一是我们头顶上灿烂的星空，一是我们内心崇高的道德法则。中国自古有“温良恭谦让”

的传统美德，应该深入挖掘古代精华，结合现代文明特点，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现代生

活相结合，落实落小落精落细。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是普法教育还是道德教育，都应在原有

口号式教育、书本式教育的基础上，探索更多元更喜闻乐见的教育途径和教育方法。

全民共治，共奏法治进行曲。群众是法律执行的对象，也是受益者和监督者。引导群众

“尊法、知法、守法、用法”，是改变执法不配合、维权不懂法现状的根本途径。全民共治



才能实现群众主动配合，主动学法用法的局面。尤其是在农村地区，法治资源相对薄弱，更

需要基层干部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在开展工作时守法用法。同时，还应拓宽监督渠道，更

新监督模式，对群众的维权行为给予积极回应，让法治有回声，才能更好的调动群众参与法

治建设的积极性，使群众成为法治建设的主力军。

古有商鞅变法塑造了大秦帝国，今有依法治国建设法治政府。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改革是动力，法治是保障”。做到从严执法、源头培育、全民共治，全社会

齐心协力推进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的日渐强盛，实现文明社会的宏伟蓝图。

（字数：1002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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