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山东省公务员考试

《申论》真题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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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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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政务服务提升，是助力一个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近年来，B

市行政审批服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制定了“1234+N”的三年工作计划，即“一年基础

规范、两年创新提升、三年品牌突破”的工作思路，实施创新发展、标准规范、协同推进和智慧引

领四大战略，努力实现“省内领先、国内一流”的目标。

2018 年底，B市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推出关键举措，市行政审批局挂牌成立，陆续承

接 27 个部门的 262 项行政审批服务事项。2019 年 4 月，市行政审批局正式办理划转业务，开启“一

枚印章管审批”政务服务新模式。同年 9月，B市出台《关于推进制度创新加快流程再造 ?实现“在

B市全办成”的实施意见》，创造性推出了“一窗办、网上办、就近办、简化办、舒心办、督着办”

的服务举措，成为该市提升审批服务水平、优化营商环境的行动纲领。围绕“在 B市全办成”服务

品牌建设，B市实施“窗口无否决权”，努力实现“一次办成”，全力营造“审批有速度、服务有

温度”的政务服务环境。与此同时，创新实施内部业务、横向部门、纵向层级和社会多元主体的“四

维协同”机制，逐步完善适应改革要求的行政审批服务新机制，变审批服务“一家办理”为“多元

服务”，为审批服务高频顺畅运转提供了有力保障。在这里，办件人体验着“车间流水线”式的审

批服务，感受着窗口人员亲人般的问候；在这里，“一枚印章管审批”，让企业能够腾出更多精力，

轻装上阵；在这里，办件人有事就办，高效便捷。

为进一步推进工作，B市行政审批局工作人员采用事先介入的办法，在官网上提前发布《一

次性告知清单》，让群众清清楚楚知道需要准备的资料有哪些。资料准备好后，申请人可直接在线

办理相关事项，所需资料可拍照上传提交。资料上传后，行政审批局通过内部“流水线”式的方式

进行审核，审完一证出一证。在踏勘环节，该局组织审批一科、二科“联合跑”，大幅提升工作效

率。除“网上办”，还推出了“流动审批”，不定期在辖区各商务楼宇开展集中审批服务，企业从

递交资料到办结发证平均不到 1小时，针对市民，该局开发了手机应用程序，将与市民生活相关的

213 个政务服务事项“掌上化”，实现了办理审批的“触手可及”。“现在政府行政审批效率真是

高”，许多办事群众由衷为行政审批局的工作点起了赞。

Q公司是一家专门从事商业装修工程的装饰公司，该公司承接的某购物中心装修装饰工程

施工许可证是首张加盖“B市行政审批局”公章的施工许可证。公司负责人对 B市相对集中行政许

可权改革带来的便利深有体会：“过去，公司办理一个项目的施工许可，往往要跑好几个部门，走

好几道程序，交好几套材料，有时材料不全，还得来回反复，所有程序跑下来，会耽误不少工期，

影响工程进度，没想到这次正好赶上政策改革，现在只需要根据行政审批局网上列举的材料清单，

通过网上一次性提交，行政审批局在线核验就可以了，连窗口都不用跑了，核验通过后，行政审批

局会通过快递将施工许可证邮寄给我们，这比以前省下不少时间，真是太方便了！”

B市通过审批“瘦身”、权力下放、清单公开等一系列举措，为顺利开展事项划转、实现

“一枚印章管审批”，优化提升服务等奠定了坚实基础。该市行政审批局挂牌运行一年多来，共受

理审批服务事项 21 万余件，按时办结率 100%，群众满意度排名连续位居前列。B市市场活力持续

迸发，累计培育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超 700 家，上市企业 11 家，成为省内的产业大区和创新强区，

市场主体增速居全省第一。

材料二

2019 年初，Z市新区行政服务大厅在全市率先开设线上线下“找茬窗口”征询通道，邀请

市民、企业来给政府工作找问题出主意，通过“找茬窗口”收集群众关注度高的问题和建议，并对

收集到的意见建议进行汇总、分析、派发、跟踪和督促，做到群众有所呼政府有所应，经过两个多

月，新区通过“找茬窗口”共收集企业和市民意见建议 234 条，目前均已妥善处理。

过去，企业和个人来办事，遇到不确定的问题都要到办事窗口进行咨询，有时候只是为了

确认一个小问题，往往要在办事窗口排很长的队伍，浪费了办事人的时间，也占用了中心受理业务

的资源，办事人在“找茬窗口”反映该问题后，新区行政服务大厅迅速响应并设立了专门的“解疑

专员”，为办事市民答疑解难。后来又主动求变，针对咨询最多的企业办证的各种问题，准备好一

份份答疑“贴士”。这些“贴士”分门别类地按照企业设立、变更、注销等诉求，将办理过程中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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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遇到的疑难问题和解答方案，办事需准备的材料一一罗列清楚，大大方便了群众办事。“找茬窗

口”办事员小王在接受采访时，开心地说道：“群众和企业上门来‘找茬’，刚提出问题，答案就

交到他们手上了……新区行政服务大厅的‘找茬窗口’，解决的不仅是办事的效率，还改变了我们

政府工作人员的心态。”

政府邀请市民、企业来“找茬”，会不会只是一场“秀”？带着这个疑问，某公司的负责

人朱女士来到新区行政服务大厅小王所在的窗口，在窗口前，她说出了自己的困惑：“餐饮企业办

理餐饮许可证和营业执照时，往往需要重复提交不动产权证、租赁合同、股东信息等材料，这对企

业来说不仅仅是多交几份复印件，而且审批和办证时间延长，让企业错过了开业的最好时机。新区

的行政办事窗口在物理上已经打通了，是否可以进一步实现信息的共享呢？”

让她没想到的是，一周后，她就得到了反馈。相关部门回复她说，新区已经与市公众网管

理中心和市不动产登记局进行了沟通，在新区行政服务大厅设置查询打印终端，根据市不动产登记

局许可，开放相关房产登记信息的查询打印服务，避免企业重复跑腿。同时，新区将合理优化相关

审批流程，探索其它房产信息证明材料的简化举措，进一步提升企业满意度。 鉴于朱女士提出的

宝贵意见，新区决定邀请朱女士为政府“啄木鸟专员”。所谓“啄木鸟专员”，就是政府为更好地

发现自身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从各行各业中聘请的为政府“找茬”的社会人士。朱女士说，自己看

到了政府的诚意，今后愿意当好“啄木鸟”，继续为政府“找茬”。同为“啄木鸟专员”的何先生，

聚焦老旧小区，解决了某老旧小区的卫生环境差、安全隐患多等问题，而且还针对老城区部分小区

无物业管理问题提交了调研报告，得到了圆满解决；新聘任的“啄木鸟专员”费先生替群众反映的

违建问题，两天内就解决了……

新区行政服务中心这一好的做法，迅速在全市得到了推广。每年年底由市行政服务中心对

当年受理的线上线下的意见建议进行全面梳理，形成经典案例，编制年度“啄木鸟”优秀案例集。

市行政服务中心还建立了“啄木鸟专员库”，在平等、自愿、坦诚的基础上，与“啄木鸟专员”建

立长期合作交流机制，定期举办专员会议，从社会、市场和企业的视角提出意见建议。Z市市委书

记指出：“在政府服务和城市管理工作中，地方党委和政府怎么听到百姓声音，如何回应百姓关切

是要创新和探索的。改革无止境，今后，我们还将加大力度，多措并举，进一步提高政府的行政效

能。”

材料三

2019 年 3 月，某市党政代表团赴先进地区学习考察。这些地区的发展给代表团成员带来

强烈的视觉冲击和思想触动，在考察返程的路上，代表团成员纷纷畅谈学习感悟，剖析问题，共话

改革举措。

成员 A：考察让我感受到了差距、开启了思路、找到了解决部分问题的“钥匙”。谈差距，

我们主要差在解放思想的程度上，缺少敢想敢闯的胆气；差在激发活力的强度上，缺少创新创造的

朝气；差在改革攻坚的深度上，缺少突围突破的锐气。看看先进省市，任何一个都不比我们差，但

他们始终不满足、不懈怠，而是根据形势变化不断更新观念，始终朝着高质量发展方向加速前进。

我们的个别同志平时学习主动性不强，对经济发展、新旧动能转换等重点工作研究得不深不透，特

别是对一些新经济、新模式、新产业、新业态一知半解。先进省市的干部不仅对自己当地的情况如

数家珍，对国内、国际情况也都了然于胸，交谈起来滔滔不绝、信手拈来。

成员 B：这次调研使我感受到了良好、便利的营商环境为企业发展赋予的效能。我结识多

年的一位朋友，在美国从事生物医药研究多年，回到了我们刚刚考察学习的沿海某市，创办了一家

新兴生物医药企业。当初在创建、发展过程中，该企业利用该市新开发的“开办企业一窗通（市场

监管、税务、公安、银行联动）”系统，企业开办环节削减至商事登记、刻章、申领发票 3个环节，

企业开办时间压缩至 4个工作日内。他的企业提交申请公司注册的相关信息后，数据一并发送到公

安、税务、银行；企业设立成功后，同步完成办照、办税、刻章等基本手续；还提前预约银行开户

服务，大大减少了企业开立银行账户的时间。另外，该市还出台了高新技术企业的专门扶持政策，

给予该企业在用能、用地、用网、物流、融资等方面的优惠。在各方条件的促成之下，他的企业目

前已成功上市。

成员 C：学习考察中，某市的数字政府建设引起了我的关注，该市在原来数字政府 1.0 的

基础上利用数据计划发展到数字政府 2.0。数字政府 1.0 只是把线下的政府办事窗口搬到网站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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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上，是互联网和政务在物理层面的连接，而以数据化运营为核心的数字政府 2.0 则是让“数据多

跑路，群众少跑腿”，也就是说，从前办一件事，要跑 5个政府部门窗口，数字政府 1.0 后不用跑

了，把 5个窗口搬到了一个网络入口上。而数字政府 2.0 只需要“点”一个窗口就全办好了。比如，

我们在学习中了解到一位女士打算去一趟香港，为自己即将到来的婚礼置办要用的东西，可平时工

作太忙，没时间去出入境大厅办理港澳通行证再签注。同事向她推荐使用手机政务服务应用“港澳

再签注”功能，足不出户就能办。今后，该市将通过系统打通和数据协同，强化数据应用，以数据

共享推进更多政务服务“网上办”“掌上办”，一旦数据能够完全互联互通，则政府目前提供的所

有公共服务，99%都可以在线上办理，不仅“最多跑一次”将变为“一生跑一次”，甚至有些服务

还会变成“一生一次不用跑”。

成员 D：面对在行政审批、社会治理、市场机制、公务运转等方面的“中梗阻”问题，我

们能否真刀真枪加以解决？流程再造过程中，每砍一道程序、取消一项审批，都是对部门利益的调

整。个别地方和部门，心里始终装着自己的“小九九”，抱着部门权力不放，结果就是工作运转效

率低下，企业、群众始终敲不破“玻璃门”“旋转门”。我们考察学习的某市率先在其化学工业区

设立了应急响应中心，整合公安、消防、医疗、防汛、环保等部门职责，统筹制定了应急处理预案，

“一体化”指挥处置突发事件。以前还有人反应，申请一个大的项目，要从科级到副处、到正处，

再到副局长、再到局长，层层审批，时间都消耗在由下而上的漫长协调中去了。在我看来，我们应

该眼睛一直向前看，认真学习这些先进地区制度创新的思路办法，看看哪些我们可以直接复制运用，

哪些需要结合实际继续探索创新，为企业和群众提供优质服务。

问题一：请根据“给定材料一”，谈谈你对 B市“一枚印章管审批”的认识。(20 分)

要求：观点明确，认识深刻，思路清晰；不超过 350 字。

问题二：省政府对 Z市设立“找茬窗口”等举措高度重视，要求该市提交一份工作报告。请根

据“给定材料二”，写一份报告提纲。(30 分)

要求：要点完整，内容具体，条理清晰；不超过 450 字。

问题三：请根据“给定材料三”，以“流程·服务·效能”为主题，自选角度，自拟题目，

写一篇文章。(50 分)

要求：（1）观点明确，立意深刻；

（2）思路清晰，语言流畅；

（3）参考给定材料，但不拘泥于给定材料；

（4）字数 1000 字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