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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24年中央政府工作报告

考点 1：2023年 GDP

国内生产总值超过 126万亿元，增长 5.2%，增速居世界主要经济体前列。

考点 2：2023年就业数据

城镇新增就业 1244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为 5.2%。

考点 3：2023年粮食产量

粮食产量 1.39万亿斤，再创历史新高。

考点 4：5G普及率

数字经济加快发展，5G用户普及率超过 50%。

考点 5：2023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深入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进一步放宽放开城市落户条件，增强县城综合承载能力，常

住人口城镇化率提高到 66.2%。

考点 6：新三样增长率

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新三样”出口增长近 30%。

考点 7：2024年预期目标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5%左右；城镇新增就业 1200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 5.5%左右；

居民消费价格涨幅 3%左右；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国际收支保持基本平衡；粮食

产量 1.3万亿斤以上；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 2.5%左右，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二、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

考点 1：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

立足实体经济这个根基，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积极推进新型工业化，改造提升传统产

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的现代化产

业体系。

考点 2：加强与其他重大发展战略的衔接

加强与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深度对接，加强与长江经济带发展、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融合联动。

考点 3：要统筹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

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全面清理纠正地方保护行为，推动各种

生产力要素跨区域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更好参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主动对接新亚欧大陆桥、西部陆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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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通道，高标准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打造更多高能级对外开放合作平台，在联通国内国际

双循环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考点 4：生态环境保护和绿色低碳发展

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加强大江大河和重要湖泊生态环境系统治理、综合治理、

协同治理，加快补齐城镇生活污水收集和处理设施短板。

推进产业、能源、交通运输结构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培育壮大绿色低碳产业，加强资源

节约集约循环利用。

考点 5：坚持城乡融合发展

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推动城乡之间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和生产要素

自由流动，推动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

考点 6：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进一

步提升煤炭、稀土等资源开发利用水平。

三、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

考点 1：加快西部地区产业转型升级

要坚持把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作为主攻方向，因地制宜发展新兴产业，加快西部地区产业

转型升级。把旅游等服务业打造成区域支柱产业。

考点 2：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

要坚持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打好“三北”工程三

大标志性战役。

考点 3：对外开放

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

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

考点 4：提升能源资源等重点领域安全保障能力

要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提升能源资源等重点领域安全保障能力。加强管网互联互通，

提升“西电东送”能力。

考点 5：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有机结合

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有机结合，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发展各具特色的

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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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 6：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要坚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切实维护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全面准确贯彻党的民

族政策，加快建设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促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

四、三农专题

考点 1：总抓手

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把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作为新时代新征程“三农”工作的总

抓手。

考点 2：粮食安全两手发力

要全面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坚持稳面积、增单产两手发力。

考点 3：双轮驱动

要强化科技和改革双轮驱动，加大核心技术攻关力度，改革完善“三农”工作体制

机制，为农业现代化增动力、添活力。

考点 4：千万工程

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蕴含的发展理念、工作方法和推进机制，从农民群众反映

强烈的实际问题出发，找准乡村振兴的切入点，提高工作实效。

考点 5：利益补偿机制

探索建立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做好农业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确保

2024年粮食产量保持在 1.3万亿斤以上。

考点 6：三位一体耕地保护体系

加强耕地保护和建设，健全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制度体系，优

先把东北黑土地区、平原地区、具备水利灌溉条件地区的耕地建成高标准农田，适当提

高投资补助水平。

考点 7：兴农措施

坚持产业兴农、质量兴农、绿色兴农，精准务实培育乡村产业，完善联农带农机制，

实施农民增收促进行动。

考点 8：县域发展

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提升县城综合承载能力和治理能力，促进县域城

乡融合发展。

考点 9：两个确保和三个重点

以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为底线，以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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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乡村建设水平、提升乡村治理水平为重点。

考点 10：粮食增产的重心

稳定粮食播种面积，把粮食增产的重心放到大面积提高单产上，确保粮食产量保持

在 1.3万亿斤以上。

考点 11：最低收购价

适当提高小麦最低收购价，合理确定稻谷最低收购价。

考点 12：耕地占补平衡

改革完善耕地占补平衡制度，坚持“以补定占”，将省域内稳定利用耕地净增加量

作为下年度非农建设允许占用耕地规模上限。

考点 13：盐碱地改良

分区分类开展盐碱耕地治理改良，“以种适地”同“以地适种”相结合，支持盐碱

地综合利用试点。

考点 14：现代农业经营体系

聚焦解决“谁来种地”问题，以小农户为基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重点、社会化

服务为支撑，加快打造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高素质生产经营队伍。

考点 15：重点地区帮扶支持力度

将脱贫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试点政策优化调整至 160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实施。

考点 16：土地综合整治

在耕地总量不减少、永久基本农田布局基本稳定的前提下，综合运用增减挂钩和占补平

衡政策，稳妥有序开展以乡镇为基本单元的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考点 17：农村改厕

稳步推进中西部地区户厕改造，探索农户自愿按标准改厕、政府验收合格后补助到户的

奖补模式。

考点 18：分布式新能源发展

推动农村分布式新能源发展，加强重点村镇新能源汽车充换电设施规划建设。

考点 19：乡村教育

优化公共教育服务供给，加强寄宿制学校建设，办好必要的乡村小规模学校。

考点 20：乡村医疗

加强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服务能力建设，稳步提高乡村医生中具备执业（助理）医

师资格的人员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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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 21：养老

健全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多缴多得、长缴多得”激励机制。

考点 22：抓党建促乡村振兴

加强乡镇对县直部门派驻机构及人员的管理职责，加大编制资源向乡镇倾斜力度，县以

上机关一般不得从乡镇借调工作人员，推广“街乡吹哨、部门报到”等做法。

考点 23：四下基层

“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下基层，调查研究下基层，信访接待下基层，现场办公

下基层”。

五、教育时政

考点 1：教育强国指数排名

教育现代化发展总体水平跨入世界中上国家行列。据测算，我国目前的教育强国指数居

全球第 23位，比 2012年上升 26位，是进步最快的国家。

考点 2：根本保证、根本任务、根本目标、重要使命、基本路径、核心功能

必须以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为根本保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以为党育人、

为国育才为根本目标，以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重要使命，以教育理念、体系、制度、内

容、方法、治理现代化为基本路径，以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为核心功能，最终是办好人民

满意的教育。

考点 3：根本问题

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问题，也是建设教育强国的核心课

题。

考点 4：教育强国的龙头

建设教育强国，龙头是高等教育。

考点 5：教育数字化

教育数字化是我国开辟教育发展新赛道和塑造教育发展新优势的重要突破口。

考点 6：教师队伍建设

要把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建设教育强国最重要的基础工作来抓，健全中国特色教师

教育体系，大力培养造就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

教师队伍。

考点 7：工作主线和主攻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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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组织实施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作为工作主线，把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支

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作为主攻方向，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作为根本动力，在教育的数字

化、国际化、绿色化方向上开辟发展新空间。

六、最新科技成就

考点 1：嫦娥六号

2024年 5月 3日，搭载嫦娥六号探测器的长征五号遥八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

射场点火发射。

嫦娥六号，是中国嫦娥探月计划第六个探测器，着陆区为月球背面南极-艾特肯盆地。

嫦娥六号探测器总重 8.2吨，由轨道器、返回器、着陆器、上升器四部分组成。

考点 2：神舟十八

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船与长征二号 F 遥十八运载火箭组合体，于 2024年 4 月 25日在酒

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执行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由叶光富、李聪、李广苏

3名航天员组成，叶光富担任指令长，3人均为“80后”。

考点 3：爱达·魔都号

2023年 12月 23日，爱达·魔都号开始首次试运营航次。2024年 1月 1日，“爱达·魔

都号”从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启航。

考点 4：AG60E电动飞机

2024年 1月 3日，AG60E电动飞机在建德千岛湖通用机场圆满完成首次飞行。标志着

中国在新兴的低空飞行领域又迈出了一步。

考点 5：福建舰

福建舰是中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采用平直通长飞行甲板，配置

电磁弹射和阻拦装置，满载排水量 8万余吨。2022年 6月 17日，中国第三艘航空母舰下水

命名仪式在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江南造船厂举行。2024年 5 月 1日上午，福建舰出海开

展首次航行试验，5月 8日下午，福建舰顺利完成首次航行试验。

考点 6：鹊桥二号

2024年 3月 20日，探月工程四期鹊桥二号中继星由长征八号遥三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

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升空。

为嫦娥四号、嫦娥六号、嫦娥七号和嫦娥八号等四次任务提供中继支持，嫦娥七号、

嫦娥八号与鹊桥二号将构建月球科研站基本型。

考点 7：南极秦岭站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B%BA%E5%BE%B7%E5%8D%83%E5%B2%9B%E6%B9%96%E9%80%9A%E7%94%A8%E6%9C%BA%E5%9C%BA/49717628?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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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2 月 7日，中国第五个南极考察站开站，第 3 个常年考察站，新时代中国建立

的第一个常年考察站，首个面向太平洋扇区的考察站，主体设计为南十字星造型，设计理念

源自中国航海家郑和下西洋用来导航的南十字星。

考点 8：引力一号

2024年 1月 11日，东方空间技术（山东）有限公司自主研制的引力一号（遥一）海澜

之家号运载火箭由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创造了全球最大固体运载火箭、中国运力

最大民商运载火箭、中国首型捆绑式民商火箭等多项记录。

七、考前预测题

1.根据 2024年中央政府工作报告，2024年我国预期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左右。

A.5% B.5.5%

C.6% D.6.5%

2.根据 2024年中央政府工作报告，关于 2023年我国取得的成绩说法错误的是：

A.国内生产总值超过 126万亿元，增长 5.2%

B.城镇新增就业 1244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为 5.2%

C.粮食产量 1.39万亿斤，再创历史新高。

D.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高到 50%

3.2024年 3月 2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20日下午在湖

南省长沙市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习总书记强调：立足

（ ）这个根基，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积极推进新型工业化，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

壮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A.实体经济 B.现代化经济体系

C.中国式现代化 D.服务业

4.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上强调：加强与（ ）深度对接，

加强与长江经济带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融合联动。

A.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

B.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

C.京津冀、成渝地区、粤港澳大湾区

D.雄安新区、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

5.2024年 4月 2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23日下午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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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讲话指出：要坚持把发展（ ）

作为主攻方向，因地制宜发展新兴产业，加快西部地区产业转型升级。

A.特色优势产业 B.服务业

C.新能源产业 D.战略新兴产业

6.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把推进（ ）作为新时代新征程“三农”工作的总抓手

A.乡村全面振兴 B.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C.平安乡村 D.脱贫攻坚

7.2023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面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坚持（ ）两手

发力。”

A.稳价格、增效益 B.降成本、提产量

C.稳面积、增单产 D.抓落实、明职责

8.要强化（ ）双轮驱动，加大核心技术攻关力度，改革完善“三农”工作体制机制，

为农业现代化增动力、添活力。要抓好灾后恢复重建，全面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A.科技和改革 B.耕地和种子

C.政策和科技 D.改革和创新

9.2023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要学习运用“（ ）”蕴含的发展理念、工作方法和

推进机制，从农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实际问题出发，找准乡村振兴的切入点，提高工作实效。

A.千万工程 B.美丽中国

C.社会主义新农村 D.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10.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改革完善耕地占补平衡制度，坚持“（ ）”，将省

域内稳定利用耕地净增加量作为下年度非农建设允许占用耕地规模上限。

A.以占定补 B.以补定占

C.先占后补 D.占多少，补多少

11.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聚焦解决“谁来种地”问题，以（ ）为基础、（ ）

为重点、（ ）为支撑，加快打造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高素质生产经营队伍。

A.小农户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社会化服务

B.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小农户 社会化服务

C.小农户 社会化服务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D.社会化服务 小农户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12.（ ）是教育的根本问题，也是建设教育强国的核心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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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

B.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C.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D.以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13.建设教育强国，龙头是（ ）。

A.高等教育 B.职业教育

C.义务教育 D.学前教育

14.2024年 5月 3日，搭载嫦娥六号探测器的长征五号遥八运载火箭，在中国（ ）

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嫦娥六号，是中国嫦娥探月计划第六个探测器，着陆区为月球背面南

极-艾特肯盆地。

A.酒泉 B.文昌

C.太原 D.西昌

15.2024年 4月 25日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行任务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航天员乘组由

（ ）、（ ）、（ ）3名航天员组成。

A.汤洪波、唐胜杰、江新林

B.叶光富、李聪、李广苏

C.景海鹏、朱杨柱、桂海潮

D.费俊龙、邓清明和张陆

答案：1-5：ADAAA 6-10:ACAAB 11-15：AAA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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