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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度湖北省事业单位联考《综合应用能力 B类》

考题解析

一、概念分析题。分析材料中的观点、表述等，按要求回答问题。请将答案用黑色签字笔或钢笔

填写在答题卡上，切勿在试卷上作答。（共 2题，满分 18分）

问题：

1、根据上述材料，简要概括“城市更新”的内涵。

要求：准确，简明，不超过 75字。

城市更新指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修理改造居住房屋、改善周边环境和生活服务功能，形成舒适生活

环境和美丽市容、满足人民需要的活动方式。

2、根据上述材料，概括“城市更新”三种方式的特点。

要求：准确，全面，不超过 100字。

1.再开发针对质量全面恶化地区，更新最完全，可产生利弊影响、投资风险大；

2.整治改善针对无须重建地区，时间短、减轻安置压力，资金投入少；

3.保护针对保持良好历史地区，社会结构变化小、环境耗能低，延续居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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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及改正时，请使用句子序

号，不用抄写全句。请将答案用黑色签字笔或钢笔填写在答题卡上，切勿在试卷上作答。（共 1题，

满分 32分）

【参考答案】

1.①成分残缺，应在“误导消费者”前加“存在”。

2.②语义相反（逻辑错误），应将“多见”改为“鲜见”。

3.③用词不当，应将“适合”改为“符合”。

4.④⑤语句顺序不当，应将④⑤互换位置。

5.⑦用词不当，应将“相较于”改为“对于”。

6.⑦用词不当，应将“遵守”改为“恪守”。

7.⑧成分残缺，应在“防范食品安全”后加“风险”。

8.⑩成分残缺，应将“让”删除。

9.⑪标点符号错误，应将“多方合力，久久为功”中的逗号改为顿号。

10.⑫成分赘余，应将“可以”删除。

11.⑬用词不当，应将“开拓”改为“延展”。

12.⑭关联词使用不当，应将“但”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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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⑭存在错别字，应将“界限”改为“界线”。

14.⑮用词不当，应将“作为”改为“成为”。

15.⑯关联词使用不当，应将“即使”改为“无论”。

三、论证评价题。阅读给定材料，按要求回答问题。请将答案用黑色签字笔或钢笔填写在答题卡

上，切勿在试卷上作答。（共 2题，满分 40分）

问题：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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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与②处错误最为类似的句子

（3）与③处错误最为类似的句子

2.除①②③处之外，指出材料中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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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答案】

x:由“珠算在中国祖传家教，师徒传授，学校教育”推不出“中国人的计算能力普遍较高”。

y:因为传授几学习珠算的仅仅是一小部分人，且珠算也只是计算方法的一种，并不能说明中国人

计算普遍较高。

x：又“参加过珠算学习的孩子，口算心算能力都有提升”推不出“可有效提高数学成绩”。

y：因为口算心算能力和数学成绩并不是同一概念。

x：由“许多国家将珠算纳入小学数学课程”推不出“这些国家比我国重视珠算教学”

y：因为论据中并未说明我国重视程度，只是说明了其他国家的重视程度。

x：由“珠算是中华民族宝贵遗产”推不出“让孩子从小学习珠算就能挖掘其中文化价值”

y：因为文化价值属于仅仅是宝贵遗产当中的一项，并非同一概念；且就能的表述太过于绝对。

四、写作题。阅读下列材料，按要求作答。请将答案用黑色签字笔或钢笔填写在答卡上，切勿在

试卷上作答。（共 l题，满分 60分）

【参考范文】

“冗余”的辩证观

何为“冗余”，在传统的思维认识里“冗余”是多余，是一种啰唆和毫无意义的重复。这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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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似合理，却忽视了其更深层次的内涵，“冗余”本身也是一种底线思维，是一种备份，以防止因为

意外导致事情失败。只有拥有这种“冗余”意识，才能够处事不惊，面对问题方能从容不迫。因此我

们必须正确认识“冗余”，做事有余而不冗，为成事保驾护航。

“冗余”无论是在工作还是生活中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从到航空航天的备份组件、后备航天员，

到生活中的备用电源、备份文件，“冗余”的价值在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得到了彰显，有了这些“冗

余”才能做到万无一失，有了这些“冗余”才能降低损失，也正是有了这些“冗余”才能最大限度的

降低风险成本。倘若没有这些“冗余”的设置，那当问题突然出现的时候，会因准备不足而手足无措，

最终酿成大祸。《尚书·说命中》提到：“惟事事，乃其有备，有备无患。”《左传·襄公十一年》也提到：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古人几千年的智慧也在告诉我们只要有了一定的准备，就能消

除隐患，才能最终成事。所以，无论是在工作还是生活中，我们都应该重视“冗余”，真正做到有备

无患。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不能将“冗余”部分做的过度，否则会有较大的危害性。未雨绸缪有备无患

确实没有错，但如果陷入为了备而备的形式主义极端，不仅会造成本末倒置，也会极大的危害到核心

工作的完成。心理学家阿德勒认为，人一旦主动形成目的，就会为了目的而服务，当目的没有达到，

就会陷入痛苦感。在这种痛苦感的驱使下，人就会做很多“冗余”的过度准备，从而给自己带来更多

的精神内耗，这也是心理学所说的“瓦伦达效应”。历史上的苏联，正是为了和美国争夺世界霸权，

不断的扩大军备竞赛，虽然让苏联短时间内成为世界第一，但最终也导致苏联各邦国的不堪重负从而

解体，影响甚至荼毒到了现在。这种“冗余”过度，更会危害国家的发展，是极不可取的。所以，我

们要清醒的认识到“冗余”过度的危害，时刻警醒自己。

面对生活和工作的“冗余”部分要把握尺度，适度即可。古语有云：过犹不及，物极必反。把握

平衡，掌握事物的尺度，以中庸思想对待“冗余”这一观念才是正道。如何把握工作与生活中的事前

准备和预先防范呢？这就需要我们用战略思维、系统思维和底线思维去考虑问题，从长远和大局中分

析问题，并且预判到问题最坏的结果。这样将准备工作做到不超过划定的红线即可。

“冗余”的真正价值在于未雨绸缪的忧患感，在于有备无患的安全感，当然我们也要把握好这其

中的尺度，不可过度“冗余”。我们只有发挥这种适度“冗余”的观念，做到完事留有余地，才能做

事留有余声，做人留有余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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