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国考市地级-申论参考解析 

一、“给定资料 1”呈现了交通旅游融合发展的几个案例。请你谈谈这些案例各自体现

出了哪些亮点。(15分) 

要求:全面、准确、有条理。不超过 350字。 

【格木解析】 

1、高速服务区融合改变游客刻板印象：展示传统生活文化、非遗技艺、特色饮食等文

化，提供智能智慧系统等服务，提供互动娱乐科普教育；2、网红列车融合游客享受并喜爱：

展示少数民族特色和旅游景点，为乘客提供多样化服务选择，；3、动车组检修站融合让游客

心中扎根工业强国种子：让游客体验动车的实际操作，了解动车相关知识，翻阅铁路发展历

史；4、地铁站融合为游客市民提供良好体验：集主题公园、遗迹展示、交通集散、城市商

圈等多功能叠加城市综合体；5、交通历史文化线路融合共塑旅游品牌、共建产业体系、共

同打造旅游目的地：旅游资源丰富，多种文化交流融合，联盟成员之间坚持沟通、协作、务

实、共赢原则。 

二、请你根据“给定资料 2”调研组的调查走访情况，梳理出北溪县在农村公路养护管

理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20分) 

要求: 

(1)问题梳理全面、准确、有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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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养责任不明确，道路通车后，没有明确的部门进行养护管理，缺少养护站和

护路员，村委会也没有建立管养制度，村民对管养知识不了解；2.监督检查存在漏洞，村道

部分位置环境艰险，一些路段车流量小，很难发现养护上的问题；3.缺乏有效的沟通配合机

制，各部门之间缺少沟通配合，一些问题即使发现了，也难以有效解决。 

建议：1.明确管养责任。相关部门明确各级部门职责，制定详细的问责和奖惩机制，各

村委会要制定村组道路管养制度，并通过村民大会等方式加强宣传，提高村民的认识，动员

村民共同参与管理与养护。 

2.加大监督力度。制定监督细则，设立专门的监督员，定期对公路全程巡视检查；设置

监督举报渠道，发动群众积极反馈道路养护问题，及时发现与解决问题。 

3.完善配合机制。完善乡镇与村组沟通配合机制，成立专门的协调小组，就环境整治、

养护和绿化等问题，协调各部门积极参与解决。 



 

三、F市教育局准备根据“给定资料 3”中任校长的发言稿编一期简报，推广第三中学

“五育”融合育人的做法。请你为该简报撰写一则“编者按”。(15分) 

要求:全面、准确、简明扼要。不超过 250字。 

【格木解析】 

编者按：在国家大力倡导发展素质教育，促进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有机

融合的背景下，我市第三中学经过多年的教育改革和创新实践，形成了“五育”教学各美其

美、相互融合的育人模式，值得全市大力推广学习，具体包括：一、德育，坚持党建工作和

德育工作有机结合，打造德育课程一体化模式；二、智育，加强课程教学模式研究，坚持教

学相长；三、体育，开展校园足球运动，带动各项体育运动发展；四、美育，组建合唱团，

传播艺术之美，磨砺学生品质；五、劳动教育，开展志愿服务，并将劳动教育渗透于各学科

中。 

 

四、“给定资料 4”中M公司的黄总对公司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你认为他为什么有这

样的信心?(15分)要求:分析全面，条理清晰。不超过 350字。 

【格木解析】 

一、市场平台广：立足粤港澳大湾区，借着购物节的东风拓展更大的市场，经济创新融

合有活力。 

二、发展模式优：采取“多城协同”发展模式，各团队建立了顺畅高效的工作模式；与

内地伙伴建立了良好的合作机制。 

三、销售模式好：通过电商全面展示了自家产品，增强了与消费者的交流、建立了信任，

增加了消费粘性；与大型平台建立了常态化品牌自播，扩大品牌知名度。 

四、产品质量佳：严格对待食材、工艺流程等每项工作，产品质量好、味道佳，传承传

统，深受消费者欢迎。  

五、创新能力强：技术能力强，员工齐心协力进行研发，根据顾客的建议调整口味，改

进产品。 

 

五、万物在融合中发展变化，融合不是简单嫁接，而是要实现融和与融活。请你以“融

和·融活”为话题，参考给定资料，联系实际，自选角度，自拟题目，写一篇文章。(35分) 

  



 

【格木解析】 

                                   融和·融活 

 “融合发展关键在融为一体、合而为一。”  

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在媒体发展蓝图中这样描绘。融合，不仅是尽快从相“加”阶段迈

向相“融”阶段，也是从“你是你、我是我”变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更是变成“你

就是我、我就是你”。媒体发展如此，万物发展亦如此，适逢世纪疫情和百年变局的中国，

各方面的工作始于融合，更要实现“融和”与“融活”。 

融合不是简单嫁接，而是为了实现融和。融合，是一种事物之间的叠加，但是这种叠加

不是简单的嫁接，否则就会形成负面效应。比如市场经济改革进程中曾经出现的所谓“拉郎

配”，抑或是地区发展中照搬“XX 路径”引进水土不服的相关产业等问题，脱离实际强行

“融合”只会带来双输的结果。而融合首先要考虑的便是万物之间的“融和”，实现 1+1大

于 1的目的，“和”其字面含义就是和谐，意味着相加的目的是为了相生而非相克，乡村振

兴中，将传统一产与二产三产相融合，才有了农村电商的兴旺发达，农业产品销往全国的盛

况，这便实事求是地融合之后带来的“融和”。 

    实现融和，方能融活。如果说“和”是融合之后的第一步，那么“活”便是万物融合乃

至融和的最终追求。“活”，意味着“活跃”、“灵活”，也就是在和的 1+1大于 1的基础

上实现级数效应，最终达到大于 2 甚至数倍的效果，这也是融和之后的目的。不论是义务教

育阶段的改革，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让青少年在“五育”融和后“生龙活虎”的“融

活”发展，还是信息时代“互联网+”融和政务、经济、民生，成倍提升治理效能、提高治

理效率，满足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无一不体现了融和后“活”的智慧。 

守正创新，有融乃强。我们生在一个万物互联的时代，“融”是大势所趋，不论是国际

形式下我们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抑或是博鳌论坛中总书记对于地区发展蓝图的描绘，

都体现了“融”的智慧，正所谓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守正创新，有“融”乃强，这个

时代，勇于“融合”大胆尝试是危机中育新机的重要路径。 

我们更应明白融合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考虑“和”与“活”。正如中央全面深化改革

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上提出的，我们要强化系统观念，健全科学规范的数字政府建设制度

体系，依法依规促进数据高效共享和有序开发利用，统筹推进技术融合、业务融合、数据融

合，提升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的协同管理和服务水平，在各个方面的

建设中，融合都要从“和”与“活”出发。 

融和与融活，这条路必定要爬坡过坎，也一定有新的挑战。但改革永无止境，创新永不



 

停息。走好必由之路，牢记使命任务，坚持守正创新，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将大有可为，也

必将气象万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