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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国考市地级-申论参考解析 

第一题：“给定资料 1”中，风林村在实施“村寨银行”项目后，发生了巨大变化。请你谈谈风林村有了

哪些变化。（10分） 

要求：全面、准确、有条理，不超过 250字。 

【格木解析】 

1、治理模式变化：以前各过各的，现在共同讨论建立管理制度，实行自治，互相监管，更加和睦亲近；

2、思想观念变化：以前认为砍树卖钱天经地义，现在保护环境已有内生动力，成为自觉，过好日子劲头也更

足；3、生产方式变化：以前坐吃山空，现在发展种植养殖业，开餐馆跑运输做向导，山绿人富；4.、生活水平

变化：以前生活贫困，现在腰包越来越鼓；5、生态环境变化：过去生物多样性被严重破坏，现在生态越来越

好。 

第二题：“给定资料 2”中说：“我们不仅仅是为乡村群众唱几场戏，更重要的是要‘种戏’”。请你根

据“给定资料 2”，谈谈对“种戏”的理解。（15分） 

要求：分析全面，条理清晰。不超过 300字。 

【格木解析】 

“种戏”是指在尊重戏曲的民间规律的前提下，利用各种手段来推广普及、传承和发展戏曲，让戏曲回归

民间和群众。这需要 1、实施的文化惠民工程，鼓励民间文艺团体发展，对乡村文艺人才进行传帮带；2、结合

民间风俗和节庆文化开展戏曲演出；3、通过问卷调查征求群众意见，根据群众诉求进行演出，同时加入现代

化元素进行创新吸引年轻观众；4、培养乡村观众，耐心普及戏曲知识；5、从乡村挖掘有潜力的孩子加以培养，

反哺乡村。 

 

第三题：H 市近期准备召开“社区治理与服务经验交流座谈会”，你作为石板街道负责人，将在座谈会上

发言。请你根据“给定资料 3”，以“清河社区的治理之道”为题，写一份发言提纲。（20分） 

要求：（1）内容全面、具体；（2）有逻辑性，语言流畅；（3）不超过 450字。 

【格木解析】 

清河社区的治理之道 

背景介绍：大家好！清河街区是老社区，伴随着静静流淌的河水，在不动声色中蜕变，滋长出绵长的生命

力。 

具体经验：1、改善社区生态环境。多种治水模式并举，关停沿岸的“散乱污”小作坊。2、营造社区文化

氛围。改造注重保留生活气息与历史沉淀，吸引人文艺术管所的加入，增强文化气息。 3、完善社会保障服务。



 

满足老人多样化需求，引领生活方式，设立“阳光老人家园”，配套兴趣课程、活动场所，医护诊疗等服务。

4、全天监控整改问题。引入“城市眼”管理模式，对违规行为和不文明现象进行监控，并将相关信息实时发

送至后台识别；5、发动群众共同参与。成立自治管理委员会，让商家主动整改，社区进行监督，城管兜底；

社区事务群众商议，涉及民生话题首先广泛参考大家意见。 

总结：让社区越来越美需要用心给这片土地最大的温暖，这就是清河故事所折射出的治理之道。 

 

第四题：请你根据“给定资料 4”，对 Z市人行道存在的问题进行梳理，并提出解决建议。（20分） 

要求：（1）问题梳理全面、准确；（2）所提建议与问题相对应，具体明确、切实可行；（3）不超过 450字。 

【格木解析】 

问题：1.市政设施：人行道被树木挤占、井盖凹凸不平、电表箱随意设置等。2.占道施工：施工现场没有

预留人行通道，缺少交通警示，工期拖拉，环境污染等。3.违规占道：非机动车乱停乱放在人行道上，摊位占

用人行道，部分路段因为没有非机动车道，导致人车混行。 

针对问题 1建议：建立协调机制，统筹各部门工作安排，明确权责，专项整治市政设施，对盲道要进行改

造、对井盖要进行定期维护，根据情况对电表箱和树木等进行迁移。 

针对问题 2建议：科学规划，加强监管，工地附近要预留人行通道； 并设置必要的交通警示；合理安排

工期，提高施工效率；环保部门要加强环境和空气质量监管。 

针对问题 3建议：加强市政管理与安全教育，提升行人安全意识；增设人行道禁停标识，处理摊位占道乱

象；规划非机动车道，防止人车混行。 

第五题：“给定资料 1”中说“物无妄然，必由其理”，这句话对提升治理效能有深刻的启示。请你参考

给定资料，联系实际，以“‘治’慧”为题，写一篇文章。（35分） 

要求：（1）观点明确，见解深刻；（2）参考“给定资料”，但不拘泥于“给定资料”；（3）思路清晰，语

言流畅；（4）字数 1000～1200字。 

“治”慧 

俗话说的好，“物无妄然，必由其理”。事物的产生不是随意性的，一定有它的道理，万事万物的存在都

遵循客观规律。小到为人处事的基本原则，大到治国理政的基本思路，一个国家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等方

方面面的问题的解决，想要能够采取最高效的途径，达到最理想的状态，因地制宜，遵循规律的“治”慧至关

重要。 

“治”慧之于经济：因地制宜，高质发展。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新时代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

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形成了一系列新变化和新特征，呈现了新的历史性机遇和挑战。这些变化，是不以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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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发展客观必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

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高质量发

展无疑是最科学的方向，却也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形势下面临的巨大难题：各地盲目跟风上马项目导致同质化

问题严重，地方保护相互掣肘甚至恶意竞争的问题尚且存在，发展与环境的两难选择还在讨论……未来，经济

高质量发展必须因地制宜，遵循规律，绿色发展，最终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平衡和发展。 

“治”慧之于文化：源自民间，回归民间。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汇聚起来的智慧结晶，

它包含了最广大劳动人民的智慧，吸收了其他民族文化的精华，涵盖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直至今日依旧是

我们不断学习、研究的宝库，这是人类文化的瑰宝。拿中国传统民间戏剧为例，“戏曲生长在民间、活跃在民

间、变革在民间”，戏曲的生存与发展只有始终遵循“源自民间，回归民间”的自身规律，才能真正实现在乡

村留得住、传得开、唱得响的美好远景，这也是我们是心啊文化自信的非常重要的条件。 

“治”慧之于社会：以人为本，共建共治。社会是由千差万别的街巷、村屯、院落等小单元构成的，社会

治理如何纾解百姓的“微痛点”，是各地基层最为关注也是功夫下得最深的关键点。社会治理的主体是政府，

治理的对象是社会全体，同时应该让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参与到社会治理之中，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

局。但是从当前看，我国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程度还较低，对社会治理参与程度不够。这就必然要求要将全体公

民视为社会治理的主体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原则，树立“以人为本”价值理念，真正服务人民回归人的本质。

在共建共享社会治理体系构建之中，要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作用，“泡上清茶围坐而话，推心置腹畅

所欲言”，让群众真正获得幸福感，才能保证人民参与社会治理的权利，才能提升社会治理水平。 

天不言而四时行，地不语而万物生。自然和社会规律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但人可以掌握和顺应规律，

经济发展坚持因地制宜，高质量发展的“治”慧；文化建设坚持源自民间，回归民间的“治”慧；社会治理坚

持以人为本，共建共治的“治”慧，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我们一定能够创造出一个更好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