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月 24 日上午内蒙古公务员面试真题及解析

1、部分地方政府官员为了怕出事而不作为，你怎么看?

近年来，出现了很多碌碌无为、得过且过、无所作为的“太平官”，他们在思想上存在

着畏难情绪，害怕犯错误、担风险，从而导致开展工作时裹足不前，甚至缺乏直面问题和解

决问题的责任意识。对于为官怕出事，不办事，我们必须对这种现象予以警惕。

为官不为，错在缺乏担当意识。遵守规矩的人我们大都喜欢，但是真要把他放在领导干

部的岗位上，这样的优点不是特别耀眼，作为带头人、领路者，领导干部的责任不仅关乎个

人，更关乎一个地方的发展、一方百姓的福祉。虽然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务实肯干的带头人，

但是这个带头人更重要的要有一种勇于开拓的精神，敢于创新的勇气、带领群众致富的决心、

身先士卒的担当责任，而不是一味的老好人。

就像东莞市长袁宝成在中央电视台开腔谈扫黄时说“没想到东莞涉黄这么厉害。”因为

不愿想，所以没想到;因为没有好好了解、没有深入调查，所以民众都知道的事情，他却被

蒙在鼓里

常言道：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所以作为一名公职人员，我们必须要有责

任感和担当意识。

在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推进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组长刘云山说，遵守规矩不是无所作为，“为官不易”不能“为官

不为”，这句话切中了为官之道的重点，也给执政为民的父母官们一个警示。

如果我能够有幸通过这次公务员考试，成为一名公职人员，我一定会时刻提醒自己，工

作中一定要有担当，有魄力，要时刻心系群众，要有为群众办实事的急迫感。因为，只有我

们把群众放在心上，他们才会把我们放在台上。

2、新出台的刑事诉讼法规定，轻微刑事案件可以和解，有人说这样可能会出现花钱顶

罪，你怎么看?

刑事和解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被告人与被害人双方达成民事赔偿和解协议后，司法

机关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再追究刑事责任或从轻减轻刑事责任的诉

讼活动。

这项制度主要适用于因民间纠纷引起，涉嫌侵犯人身权利民主权利、侵犯财产犯罪，可

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故意犯罪案件。我觉它是一项非常好的制度。

在轻微刑事案件中，采取刑事和解制度我觉得好处有以下几点：



首先，有利于被害人利益的保障。在刑事和解时，加害人可以将被害人提出的含有精神

损害赔偿在内的一些合理请求予以赔偿，以求得被害人谅解，争取从宽处理，被害人因犯罪

行为遭受的损失也能得到较好的弥补

其次有利于钝化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在刑事犯罪中，犯罪行为对被害人造成的影响是

深重的，刑事和解让被害人能够直面听取加害人的悔罪心声，可以缓解对加害人的仇恨心理。

加害人通过履行民事赔偿义务，来取得被害人的谅解，可以有效钝化双方之间的矛盾，淡化

了被害人的报复心态，有利于维护社会关系的稳定与和谐。

最后，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刑事诉讼效率。由于绝大部分刑事和解案件的赔偿是

在刑事案件审结前给付完毕的，避免此类案件因赔偿问题进入执行环节，减少了法院执行工

作量，节约了司法资源。

我们如何才能将这个政策更好的贯彻实施呢，我觉得我们可以从以下几点做文章：从个

人角度来看，首先我们个人应该加强法律学习，让自己永远不要触碰法律的红线;司法从业

人员应该加强业务学习，尽快领会司法和解制度的核心。从媒体角度来看，媒体应该承担起

自己的社会责任，对于刑事和解制度多宣传，例如某些犯罪分子因为此项制度，真正有了悔

罪表现，实现了良好的自我改造;对于那些利用和解制度为非作歹的多揭露和曝光。从相关

部门角度来看，我们的法院和检察院应该严把刑事和解门槛，使每一个真心悔罪的人得到轻

判，同时，也不冤枉一个坏人。具体政策上例如可以成立刑事和解办公室，提高和解的效率

和公正性。从国家法律的层面，我们应该晚上刑事和解制度相关法律法规，出台相关司法解

释，将标准量化，使之有利于实务操作。

但是，我们同样应该注意到的是，刑事和解制度如果操作不当就会出现花钱买刑的现象。

正如有些人担心的那样，我们一定要对策予以重视。加强对于刑事和解运行监督，对于那种

毫无悔罪表现，企图花钱买刑的人，坚决关上制度的大门。

我相信，通过以上几点，一定可以把这项好的制度落到实处。

6 月 24 日下午内蒙古公务员面试真题及解析

1.全面深化改革问题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握“胆子要大和步子要稳，你怎么看?

在论述全面深化改革问题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握“胆子要大和步子要稳的关系”，

我觉得这句话给了我很深的启发。这句话告诉我们：在处理改革的问题上我们不能畏首畏尾，

前怕狼后怕虎，否则很难取得成功;同时改革又是“一个大试验”，面对复杂的国情，必须

科学决策，稳中求进。

中国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改革要啃“硬骨头”。在这样的背景下，更要坚定与时

俱进、攻坚克难的信心，更要拿出“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气。无论经济转型升级，



还是政府职能转变，深化改革既要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革除体制机制的弊端，更要直面利

益关系的调整、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在这样的背景下，倘若患得患失、谨小慎微、左顾右

盼，经济社会发展中积累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不仅不能得到解决，还会因此积重难返，

影响整个改革发展稳定大局。改革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今天我们强调“胆子要大”，就

是克服瞻前顾后、小富即安的消极思维，就是在呼唤无私无畏、敢于担当的决心和勇气。只

要对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有利的事情，就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只要是妨碍科

学发展、社会和谐的思想观念障碍和体制机制弊端，就要坚决地破、坚决地改。

经验证明，如果面对困难不敢过河，怎么会有当初的联产承包、放开搞活?如果不啃硬

骨头、不敢涉险滩，今天的改革怎能向纵深推进?又怎能有新成就、新突破?

强调改革的大胆，绝不意味着要蛮干。事实上，从一开始，中国改革就走了一条从实际

出发的渐进改革之路。安徽小岗村土地承包经营的探索、广东小渔村经济特区的试验、以党

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实践，中国改革遵循的是先易后难的务实路线，坚持的是由点及面的

稳步推进。改革的目标是解决实际问题，而不是空喊口号，更不是推倒重来。面对“牵一发

而动全身”的复杂现实，面对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改革来不得一蹴而就的“浪漫”和有勇无

谋的鲁莽。

在这个意义上，不管是“闯”的精神，还是“冒”的勇气，都要沿着正确方向，都要从

实际出发、讲究科学性。改革的每一项重大决策和试验，都需要进行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

进行严格科学的充分论证。对一些重大改革，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可以提出总体思路和方

案，但推行起来还是要稳扎稳打，通过不断努力逐步达到目标，积小胜为大胜。这就叫“图

难于易，为大于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

改革有勇气，国家有朝气;改革有担当，民族就有希望。既强调勇气和使命担当，又讲

究方法和统筹，我们就能使改革大业一步一步推进、一步一步突破

2.有人说过:法律信仰是中国建设的核心问题。你怎么看?

有人说过：法律信仰是中国法治文化建设的核心问题。我觉得这句话十分有道理。从十

一届三中全会到依法治国写进党的十五大报告，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勾画到形

成，在不断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中，法治逐渐成了我们的必然选择，而这种历

史选择正是建立在信仰法律的基础上，因为，只有信仰法律，才会真正寄希望于法治。

美国法学家哈罗德·伯尔曼曾说过一句非常著名的话：“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将形同

虚设”。没有信仰,制度实践就无法展开;纵然是好的法,人们也有 N 种理由规避其执行,因为

好的法律虽然对社会最有利,但是在具体适用过程中规避很可能会给特定当事人带来更大的

好处。



当经过十字路口时，无论绿灯红灯，只要我想过马路，在我眼里它都是绿灯，这会造成

怎样的结果?交通法规必将是形同虚设!

我们怎么才能树立法律信仰呢?我觉得可以从以下几点着手：

首先，我们个人应该加强自己的法律修养，空余时间多关注些法制节目，并且把学的法

律用到生活之中。在生活中，对于法律禁止或者不赞成的事情，坚决不做，例如不闯红灯。

其次，我们的媒体应该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感，大力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强化法治观

念，为树立法律信仰创造条件。对于社会中出现的知法、懂法、用法的先进分子多宣传报道;

对于不遵守法律，缺乏法律信仰的现象多揭露。

再次，加强对国家公职人员特别是执法、司法人员的教育和管理，增强他们的法律观念，

是培养国民法律信仰的有效保证，也是培育现代法治精神的重要环节。由于国家公职人员作

为由人民委托执掌一定权力的代表和法律的卫士，是法律的具体执行者和操作者，“其身正，

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最后，国家可以充分利用法制宣传周这一形式，加强普法宣传。同时可以评选诸如“年

度法治人物”等荣誉，来进一步培育大众的法律信仰意识。

相信通过以上几点，我们一定可以使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具有法律信仰。只有我们每个

中国人都具备了基本的法律信仰，那么我们法治中国的梦想就更进一步了。中国梦语境下的

中国，必然是一个法治的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