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辽宁公务员考试

申论试题（B 卷）



注意事项

一、本题本由给定资料与作答要求两部分构成。考试时限为 150 分钟。满分 100

分。

二、监考人员宣布考试开始时，方可开始答题。

三、请在题本和答题卡指定位置填写姓名，填涂准考证号。

四、所有题目一律使用现代汉语，在答题卡指定位置作答。未按要求作答的，

不得分。

五、监考人员宣布考试结束时，考生应立即停止作答，将题本、答题卡、草稿

纸翻过来留在桌上,待监考人员确认数量无误、允许离开后，方可离开。

严禁折叠答题卡！

※ ※ ※ ※ ※ ※ ※ ※

请考生开始答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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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定材料

材料一

杨家村是深度贫困村，经过几年的努力，村里绝大多数贫困户已经圆了脱贫梦。为了稳定增收，

杨家村决定借助山清水秀的景致发展乡村旅游。2019 年初，在政府和帮扶单位专项资金支持下，

杨家村的美丽乡村项目顺利开工。水泥道路通村入户，古建民居修葺一新，竹木栅栏、青石台阶、

小桥流水的景观设计，让这个昔日的深度贫困村华丽转身，好似世外桃源。

村里漂亮了，可是人居环境改善却是个“老大难”。远远望去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可是走进老

百姓家里一看，庭院乱堆放、灶台藏污垢。以前村干部也多次上门做工作，但是群众认为这是自家

的事，村干部管不着。关键时刻，省建筑装饰集团公司的驻村第一书记小梁发挥自身优势，为村里

“量身设计”了一套解决方案。

8 月的一天，一场“积分兑换心愿，勤劳改变习惯”的文明习惯养成活动在杨家村拉开帷幕。

小梁和村干部一道向村民征集有关家居环境改善的“微心愿”，并精心设计了十项涵盖个人卫生和

居家环境的评分细则，每周公布评分结果，最终按照积分排名兑现前 20 名的“微心愿”。“我们

想通过‘微心愿’来激发村民的内生动力，帮助大家养成好习惯，涵养新风尚。”小梁说。

村民纷纷讲出了自己改善家居的愿望:“我就盼望着有台电脑，想看看外面的世界，也顺便把

家里的土特产在网上卖一卖。”“要是有台大彩电,忙完一天的农活就可以陪孙子看动画片了！”

“我想有台电冰箱，我家的鱼啊肉啊就能存起来了”……

他们这些心愿配上摄影师为他们拍摄的生活照,打印成精美的海报张贴在村里醒目的位置。看

着像明星一样登在海报上的乡里乡亲，村民们的荣誉感更强了，改善家居环境一时蔚然成风。

几个月来，从锅碗瓢盆、个人起居，到房前屋后、禽畜养殖，杨家村发生了很大变化。65 岁

的唐大妈逢人就讲，自己多年的心愿终于实现了：“在整洁、干净的屋里做针线活儿，我心里那叫

一个美啊！”村民夏姐的丈夫常年在外打工，她自己留在村里种地看孩子,一个人忙里忙外，难免

顾不上收拾屋子。“自从参加活动以来，养成了好习惯，房前屋后都干净了，自己住着也舒服。”

她说。

从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到护美之行人人为之，杨家村这个新建成的美丽乡村，处处透着美的气

息。省建筑装饰集团公司也如约为表现优异的家庭兑现了“微心愿”，同时也为其他家庭送去棉服、

抱枕、围巾等暖冬礼物。在活动现场，夏姐领到了盼望已久的热水器，脸上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材料二

民警小童的微信头像，很是特别。除了一张工作照，还留有姓名、联系电话、地址，并配着一

行双色标注的文字——“如果你需要办理户口、居住证，及调解家庭、邻里纠纷，请添加此微信号

进行咨询和预约办理。”

小童是云沟派出所的一名社区民警，他的工作内容都浓缩到这张小小的头像里了。“再以传统

的思维方式工作，可就跟不上时代啦。现在大人小孩都会玩微信，辖区里越来越多的大爷大妈玩得

比我还好！我的工作方式和方法必须有所改变。”小童手机里存着近 8 千个居民的手机号码，微信

好友中有近 5 千名居民，几乎覆盖了整个辖区。

前不久，一位已经办理过居住证的居民，在微信上紧急呼叫小童。原来，他去车管所办理轿车

年审业务，但由于忘了居住证年审而无法正常完成业务办理，按照过去的做法，要来回奔波 50 多

公里。小童让他立即将居住证的正面通过微信拍照传回处理，只花了一分钟就解决了问题。还有一

次，一位现住国外的本社区居民，临时想开具无违法犯罪记录证明，但是不知具体该怎么办，最终，

在小童的微信指点下，这位居民顺利办理了事项。

社区工作面广、事杂。一方面，群众临时有事或者出门在外，往往不知道如何联系上民警；另

一方面，由于人口流动性大，民警在进行人口、房屋、场所、行业等信息登记时，也常联系不到人。

怎样才能加强和居民的联系呢？“和群众一对一联系是最好的，虽然花的时间多，但是更到位。”

小童利用上门签订治安管理责任书的机会，与居民见面时互加微信、留手机号，又“打入”小区所

有微信群，凭借特点突出、颇具诚意的微信头像，一个个加为好友。慢慢地，群众有事就直接通过

微信联系他，小小的微信头像也成了一张群众信任的名片。

通过微信，小童还建立了多个跟工作有关的微信群。打开他的微信群，有社区治安群、社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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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箱群，还有“党声群”等。小童说，“在‘党声群’中，我还可以将最新的党的方针政策，以最

快的方式传给社区群众”。小童还聚拢了治安群内的热心居民，发起组建“红袖标”志愿者队伍。

现在，这支队伍已经从最初的 46人发展到了 270人。当谈到看微信群会不会增加工作量时他认为：

“从表面上看花费的时间是多了，实际上工作起来反而更快更简捷。有些问题，发生了再去处理，

不如将问题直接杜绝在苗头状态。”

“创新，为了更贴心；贴心，才能够创新”说到自己的工作秘笈，小童笑言都在微信头像里。

基层警务人少事多，只有不断创新工作方式才能更好地为群众服务，而创新的动力恰恰来自于解决

群众生活中痛点、堵点的责任感。将满足群众需求作为服务的落脚点，才能不断推陈出新，找到更

准确、高效的服务路径，也才能贏得群众更多的满意回应。“我们都是小童的粉丝，社区好了大家

都好！”居民张大姐说。

材料三

乡间公路，两米多宽，刚好供辆轿车通行。不巧的是，路中“长”出一根电线杆，占了路面近

半米。车行至此，弯转不得，直行也不畅，一长段出村的道路成了摆设，J 县星火村的村民们没少

为废旧电线杆的事儿烦心。

“开车到这里，傻眼，只好倒回去。”顺着星火村党总支马副书记指的方向看过去——道路两

旁、宅前屋后、田间地头，架空线杆不时见到，分布极不规则，还有不少已经闲置废弃。最近的杆

子离村民家宅不过数米，村民们开玩笑抱怨，道路拓宽、房屋翻建，还都得看杆子的“脸色”。

废旧电线杆碍事，为啥不给挪个地儿?“想请走，没那么容易。”星火村党总支奚书记细数电

线杆的“娘家”，“电力、电信、联通、移动、有线电视……就连小灵通的杆子现在还竖着呢！”

这么多单位的电线杆，要挪，得一家家打电话咨询、打报告申请。电话那头听完诉求，都是先报价

格，估算下来，废弃不用的杆，拔走，3000 块钱一根；挪地方，更贵，一根得 1 万多块钱，而且

流程走下来，移杆周期至少也得两三个月。星火村共 34 根废弃空杆要拔除，81根尚在使用的电线

杆要迁移，算算账，这笔钱对基层来说可不是个小数目。这件事，尽管村民们常有反映，可几年下

来，也只解决了几根。

拔根电线杆，事儿不大，却因“杆出多门”，多头管理，在基层治理中反倒成了“盲区”。据

县建设局调研统计，辖区内农村地区 95%以上的架空线杆竖在村民的宅前屋后、村主干道旁或田间

地头，有的废弃线杆权属单位为减少处理废杆的成本，任由废杆随意丢弃。“解决不好这个问题，

村子村容村貌受影响，会给整个美丽乡村建设拖后腿。”奚书记说。

去年 J 县大调研，乡村废弃电线杆的处理问题被县建设局上报到了县政府，被定性为典型的跨

地区、跨部门、跨事权的“三跨”问题。县里立即启动复杂重大问题处理机制，迅速进入上报、流

转、解决流程。“三跨”问题多出现在基层治理的薄弱区域、盲点区域，通过大调研解决复杂重大

问题的过程，也是推动建立健全体制机制的过程。

打开 J 县探索建立的复杂重大问题统筹协调推进“流程图”，这类疑难问题有着明确的流转规

定。在“流程图”上可以看到，问题进入上报环节后，需立即在有关会议上进行统筹协调、责任分

工；随后进入流转环节，协调单位对问题进行全面深入了解，确定问题办理的协同单位、时间进度

阶段性工作等内容：最后由协调相关单位依据授权发挥牵头协调作用，多方攥起拳头，形成解决问

题的合力。

材料四

刚刚过完入党的 70周岁“生日”，89岁的他安详离去，走得坦荡荡。积蓄全部都捐了，最后

一笔党费，老伴儿交代了，有一万元之多。这一生是那样简朴，又是那样富足，一生家国情，桃李

满天下，留下了闪光的天字丰碑。他曾说，生活过得好，不是追求舒服，而是“无愧我心”，他就

是华南农业大学原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水稻遗传学家卢永根，人们亲切地称他为“布衣院

士”。

生命最后的时光，卢永根躺在病床上有些疲惫，可一说起当年入党时的情形，他眼中立刻发出

明亮的光，“一个很小的房子墙上挂着党旗”，老人的声音有些颤抖，举右手面向北方，“延安就

在北方，延安就是我们心中的太阳。”

1930年卢永根出生于香港的一个中产家庭，家里有电话、出门有汽车。11岁那年，日寇占领

了香港，他被父亲送回广东老家避难，谁料想，这里也被铁蹄践踏。亲历了国土的沦丧，目睹了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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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党政府的腐败，他苦苦寻求着希望和方向。就在这时，一道“红光”照进了他的人生。1949年

8 月 9日，卢永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老伴说：“他把入党那一天看成生日。新生命的开始，所以

每年这一天，我都为他过生日。”

新中国成立前夕，卢永根受党组织派遣，离开香港到广州领导地下学联，迎接广州解放。“我

为什么要抛弃安逸的生活回内地呢？是中国共产党指给我有意义的人生之路。只有社会主义祖国才

是我安身立命的地方。”作为华南农业大学的校长，卢永根这样定位自己的三重角色：“先党员，

再校长，后教授。虽然我现在疾病缠身，无法行走，但是，我的意识是清醒的，我的牵挂是不变的，

我的信仰是坚定的！”逝去的岁月无法磨灭卢永根的初心。住院不久，卢永根和老伴向党组织郑重

承诺：“我俩大半辈子没离开过党，这个时候，也不能没有组织生活。”对此，校党委决定，由华

南农业大学农学院党委书记等几名党员参加，每月在病房开一次党员学习会。“我全程收看了党的

十九大开幕直播，听完党总书记的报告，热血沸腾，倍受鼓舞……”十九大召开的第三天，在病房

党员学习会上，卢永根笑得皱纹绽放，仿佛回到了刚入党的那一刻。

卢永根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成为“中国稻作科学之父”丁颖教授的助手。卢永根十分敬畏丁

教授：“抗战时期，丁老师带着水稻种，番薯种，一直逃难到云南，把种子资源保护下来。”丁教

授去世后，卢永根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带领团队完成了恩师未竟的事业，保存了具有特色的野生

水稻基因库。首次提出了水稻“特异亲和基因”的新观点……近些年卢永根研究团队共培育出作物

新品种 33个，在华南地区累计推广面积 1000多万亩，新增产值超 15 亿元。

曾几何时，在美国的姐姐苦劝卢永根一家移民，怎么也说不动他。卢永根说：“我是炎黄子孙，

要为自己的祖国效力。”他在给留学生的信中写道：“外国的实验室再先进也不过是替人家干活。”

在他的劝导下，多名留学生学成归国。“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祖国故，两者皆可抛！”

在一次对留学生的演讲中，卢永根用著名诗句深情表白。晚年，又有人问他为什么非要留在国内，

他说：“你向党、向人民做过许诺和宣誓，那自己要遵守了。”

走近老人的家，仿佛回到了上世纪中叶。铁架子床锈迹斑斑，挂蚊帐用的是竹竿，一头绑着绳

子，一头用钉子固定在墙上；台灯是几十年前的款式，收音机坏了，一修再修。“这些东西没有用

光用烂，还能用，物还没尽其用。床已经很好了，我们刚结婚时，四个条凳架上板子就是床。”卢

永根谈出门，80 多岁的老两口背着双肩包，头戴遮阳帽挤公交、换地铁；吃饭，叮叮当当拎着饭

盒和学生一起在食堂打饭排队，吃的一粒米都不剩。看到有学生剩饭，卢永根总是忍不住提醒：“多

少株水稻才能出一碗米饭？”

800多万元存款储蓄，老两口没有留给唯一的女儿，一分不剩，全部捐给华南农业大学成立的

“卢永根教育基金”，这些壮举卢永根说是“还”：“党培养了我，这是最后的贡献。”老伴儿也

说：“国家给了我们许多，我们用不完当然要还回去。”不仅“还”钱，他们觉得连生命都是党和

国家的也要还回去，双双办理了遗体捐献手续。

“布衣院士”卢永根走了，走得干干净净、清清爽爽，他不留遗产、不留遗体、不留墓碑，但

是他却留下了很多很多……

问题一:根据给定材料一，请谈谈小梁是如何解决杨家村人居环境改善这个“老大难”问题的。

（15分）

要求:准确，全面，有条理，不超过 200 字。

问题二:给定材料二中提到，“创新，为了更贴心；贴心才能够创新。”请谈谈你对这句话的

理解。（20分）

要求：准确，全面，有逻辑性，不超过 300字。

问题三:根据给定材料三，请你提出整理 J 县乡村电线杆乱象的具体措施。（25分）

要求：（1）紧扣材料，内容完整；（2）条理清晰，措施可行；（3）字数不超过 400字。

问题四:根据材料四，围绕“布衣院士”卢永根的先进事迹自选角度，自拟题目，写一篇文章。

（45分）

要求:观点明确，见解深刻，思路清晰，语言流畅，不准照抄照搬给定资料，总字数 800-1000
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