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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度湖北省事业单位联考《综合应用能力 B 类》

真题卷解析

一、概念分析题：分析材料中的观点、表述等，按要求回答问题。（18分）

1.根据上述材料，请从传播的主体、内容、渠道和效果四个方面比较我国传统媒体与自媒体的不同特点。

要求：准确，全面，简结，不超过 200字。

【参考答案】

主体：传统媒体需要国家主管部门批准经营的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媒体；自媒体是社会个体，以

现代化手段传播的媒体，包括论坛、微信等。

内容：传统媒体定期发布信息或提供教育娱乐；自媒体传递规范性及非规范性信息，兼具私密性和公开

性。

渠道：传统媒体管理规范，筛选严格；自媒体是互联网和移动客户端，门槛低且操作简单。

效果：传统媒体成为信息传播主渠道，可信度高，影响力大；自媒体传播和反馈时效性强，分享内容全

面。

二、校阅改错题：下列材料在行文逻辑、文字运用等方面存在一些错误或不当之处，如语句顺序不当、

语法错误、用词不当、错别字等，指出其中的 8处并予以改正。（32分）要求：指出及改正时，请使用句子

序号，不用抄写全句。

【参考答案】

1.①句“截止”一词用词不当，应将“截止”改为“截至”。

2.③句“权利”一词用词不当（语义矛盾），应将“权利”改为“责任”。

3.④句，成分残缺，应将“顶层设计”改为“从顶层设计层面”。

4.⑤句语序不当，应将“制定相应的行业服务质量标准”放在“完善法规政策”后面。

5.⑤句成分残缺，应在“净化养老服务”后面加上“行业环境”。

6.⑦句标点符号错误，应将“各行业的深度融合、‘智慧化’特色养老服务的加入”中的顿号改为逗号。

7.⑧句成分残缺，应在“推动智慧养老健康服务产业”后面加上“发展”。

8.⑧句标点符号错误，应将“精准对接老年人需求、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中的顿号改为逗号。

9.⑨句语序不当，应将“情感关爱和精神慰藉”与“物质上的保障”互换位置。

10.⑪句关联词使用不当，应将“只要”改为“只有”。

11.⑪⑫语序不当，应将⑫置于⑪前。⑫成分残缺（表意不明），应在“将”后加“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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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论证评价题：阅读给定材料，指出其中存在的 4处论证错误并分别说明理由。请在答题卡上按序号

分条作答，每一条先将论证错误写在“A”处（不超过 75字），再将相应理由写在“B”处（不超过 50字）。

（40分）

【参考答案】

从下列 ABCDE 选项中，找出与文中①②③处论证错误最为类似的一个句子。请用 2B铅笔在答题卡相

应的题号后填涂正确选项的序号。

（1）与①处错误最为类似的句子________C________

（2）与②处错误最为类似的句子________D_______

（3）与③处错误最为类似的句子________A_____

2.指出材料中①②③处之外的 3处论证错误并分别说明理由。 要求；按序号分条作答，每一条先将论

证错误写在“X”处（不超过 75字），再将相应理由写在“Y“处（不超过 50字）。

1.X：由“城市和乡村有着不同的功能，就像人的五脏六腑，共同构成了人的生命有机体”推不出“城市

和乡村是互相依存的共同体，因此城市和乡村有着不同的功能”。

Y：因为论据中所讲是不同功能构成共同体，论点为共同体赋予不同功能，犯了因果倒置错误。

2.X：由“2020年除主要粮食外，其他农产品如植物油、糖、奶、猪牛肉等也在进口”推不出“我国农

产品对进口尚有一定依赖性”。

Y：论据中仅列举了糖、奶等个别农产品的例子和 2020年一年的情况，无法推出普遍结论，此处以偏概

全。

3.X：由“粮食生产实现“十七连丰”粮食总产量 13390亿斤，基本实现了 14亿国人的粮食自给”推不

出“我国粮食生产还不能实现粮食基本自给”。

Y：论据说明粮食产量基本实现国人自给，与论点中“还不能实现粮食基本自给”自相矛盾，犯了矛盾

论据的错误。

四、写作题：阅读下列材料，按要求作答。（60分）

请参考给定材料，围绕你对画线句子的理解，联系实际，自拟题目，写一篇议论文。

要求：1.观点明确，认识深刻，分析具体，逻辑严谨，语言流畅；2.总字数 800-1000字。

网红城市需要“始于颜值，终于灵魂”

近年来，城市作为新兴网红吸引着大众眼球，粉丝纷至沓来，游客扎堆涌入。重庆有轻轨穿楼和 8D魔

幻立交、西安有摔碗酒、成都有美食、武汉有号称“天下江山第一楼”的岳阳楼，这些“网红”景点每天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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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着大量外地游客排队“打卡”，让游客感受重庆的的视觉震撼和极致的味蕾体验。

“网红城市”刷新了主政者的思维，“西安”的爆火让人们意识到在网络时代搞旅游，不管旅游资源多

么丰富，都需要：“叫卖”。因此越来越多的旅游发展委员会与网络传播平台相互合作，推动探索将商业、文

化和政府之间如何有机结合。城里的人与城外的人，常常有互补的观察视角。许多重庆本地人不会想到，那

些生活中稀松平常的山边建筑、过江索道，甚至是不便行车、行走的地势，竟会成为外地人眼中的亮丽风景，

山城的趣味被一次次重新发现。其实不只是重庆，西安、成都等“网红”城市的变身之路也是如此，正是这

种稀松平常的事物被再挖掘，才有了人们的慕名而来。

网红效应却是一把双刃剑，它在为“网红城市”带来了很多正收益，如游客量激增、投资置业量增加、

城市关注度与品牌美誉度提升等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与挑战。一是网红效应会吸引游客短

期内量级大升大降，从而导致公共服务设施与接待设施的配套规模难以把握。二是网红效应带来大量人口瞬

间涌入，有限的城市服务设施使用紧张，还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的危害。

网红城市需要“始于颜值，终于灵魂”，网红给人的印象就是“红”得迅速，被人遗忘也很迅速。关于

网红城市的打造问题，是不是可以复制的？未来又将何去何从？关于这些问题，应该从一个城市的文化支撑

入手，城市不仅仅是一个居住地，更承载着地方的文化特色，也就是说，“网红城市”不仅仅需要“高颜值”

的视觉冲击物吸引粉丝关注，更需要城市拥有有趣的灵魂和稀缺的好“气质”，找寻和挖掘自身独特的资源，

才能不断提升城市整体价值，从“网红”成为“长红”。

“网红城市”作为城市创新形象传播的新视角，还需要不断探索，这只是一个开始，而不是终点。（源

于时时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