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

报名热线：0551—65668097 地址：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徽州大道与太湖路交口

2010年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录用考试《申 论》试卷（一）

省级以上（含副省级）综合管理类

【参考答案】

（一）认真阅读给定资料，简要回答下面两题。（20分）

1．给定资料1提到，权威部门指出，如果再不采取果断措施，渤海将在十几年后变成“死

海”。请指出这里的“死海”是什么意思。（10分）

要求：准确、简明。不超过100字。

此处的“死海”是指由于人类对海洋资源过度开发、污染海水，以致自然环境遭到破坏、

海水水质恶化、野生动植物减少乃至灭绝、自然灾害增多、环境自我调节能力大大下降的海域。

2．请结合给定资料中的具体事例，谈谈你对“海洋的污染将毁灭鱼儿的家园，但让人类

不寒而栗的毁灭绝非仅此而已！”这句话的理解。（10分）

要求：准确、简明。不超过150字。

人类对海洋的污染破坏了海洋生态，导致水质恶化、野生动植物减少甚至绝迹。更严重的

是，这种污染可能导致海洋生态环境自我调节能力减弱，自然资源减少，自然灾害增多，影响

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污染还可能导致疫病，直接威胁沿海地区居民的身体健康，甚至生命。

这些危害比动植物减少更加令人担忧。

（二）依据给定资料，谈谈你从下面一段文字中得到哪些启示。（20分）

荷兰的“围海造田”与我国的“围湖造田”有着相似的初衷，而“退耕还海”与“退耕还

湖”都反映了人类可贵的自省。还应该注意到，荷兰人的“退耕还海”虽然只涉及3平方公里

的海域，但留给人们的思考却是很宝贵的。

要求：分析全面，条理清晰。不超过300字。

无论是“退耕还海”还是“退耕还湖”，都是牺牲人类经济社会的局部利益来复原、改善

自然环境。这带给我们以下几点启示：第一，人类在改造自然、发展经济的同时必须注意经济

与环境的协调，开发要适度、合理，要充分考虑自然的承受能力，否则会导致严重后果。第二，

对人类过去经济发展中一些错误做法造成的对自然的损害要敢于承认和纠正，从协调经济、环

境的角度出发，适当牺牲人类经济发展的需要，采取措施恢复自然环境。无论这种错误多么微

小，都要坚持改正。第三，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坚持对发展思路、发展方式的错误进行反省和

纠正，不断改进发展方式，促进经济与环境协调，保障人类社会的长远可持续发展。

（三）假设你是沿海某省省政府工作人员，请结合给定资料，草拟一份《关于将半岛蓝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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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区纳入国家发展战略的报告》的内容要点。（20分）

要求：（1）内容全面，有针对性；（2）条理清楚，表达简明。不超过400字。

第一，我省应以科学开发海洋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为主建立半岛蓝色经济区。利用海洋资

源，带动本省和沿河流域、沿海一线其他省区经济发展，整合省内各地区资源，改善当下重复

建设的发展状况，推动本地区与东北、环渤海、长三角、东亚邻国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交流协作。

应尽力争取国家支持，使这一重要规划纳入国家发展战略。

第二，半岛蓝色经济区应以港航、交通、钢铁、能源、电力、石化、造船等产业为重点产

业，在省内规划“两城七区”的经济主体区分工，确定不同发展目标，整合各地资源实现优势

互补，将周边海岛纳入总体规划，强调开发与保护协调，更加注重海洋高科技产业、旅游业等

产业的发展。

第三，半岛蓝色经济区的建立应特别注重提高产业层级、优化发展方式，要加大对相关企

业、产业发展的审查力度，着力培养技术含量高、低污染、低排放的产业，淘汰落后产能，适

当建立环保区域，推进节水、节能、节地、节材和综合利用。

（四）参考给定资料，围绕“海洋的保护与开发”，自选角度，自拟题目，写一篇文章。

（40分）

要求：（1）思想深刻，观点明确；（2）内容充实，结构完整，语言畅达；（3）总字数

900～1100字。

【参考例文】

科学开发 合理保护 依托海洋资源推进可持续发展

我国拥有漫长的海岸线和辽阔的海域，海洋资源极为丰富。多年来，我们通过大力开发海

洋资源，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支撑。当前我国GDP中有大约十分之一的份额都来自海洋经济。

但是，由于开发方式不当、对环保不够重视，在海洋的开发利用过程中也产生了诸多问题：海

洋环境恶化，野生动植物减少，自然灾害增加，自然资源被破坏，我国可持续发展能力受到损

害。

对待海洋资源既要科学开发又要合理保护，统筹兼顾、共同推进。这不仅是因为我国海洋

资源的人均占有量小、资源脆弱易损，也是因为过去重点关注经济开发的错误做法使我们更加

警惕开发的方式。兼顾开发与保护，既有利于推动沿海和全国经济进步，也有利于保护我国海

洋资源，从而保障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此，应采取以下综合解决措施：

第一，完善海洋开发、保护方面的相关立法。在现有《海岛保护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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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相关的法律，确定海洋资源开发的规模、区域、方式等内容，明确海洋资源的保护区域和保

护方法，为海洋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奠定法律基础。

第二，严格进行科学规划。站在国家海洋战略发展的高度，建立海洋综合管理规划体系，

对全国沿海地区海洋资源发展的目标、功能给予合理定位，根据各地具体情况划定重点开发区

域和限制、禁止开发区域，合理建立产业集聚区和自然保护区。注重海洋高科技产业、旅游业

等新兴产业、绿色产业发展，确立科学合理的发展格局。

第三，加强区域整合协作。宏观上整合各地资源，灵活调配、优势互补，防止出现重复建

设。建立各省、市、县的领导干部会议协调机制，定期协商海洋资源的综合开发和海洋保护，

形成联动、协调机制。

第四，优化海洋开发方式。特别注重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相关项目的审查力度，建立污染源

控制与综合管理系统，严格禁止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的产业、产能，大力引入、推广高技

术、低污染的产业、产能，推进节能、节水、节地、节材和综合利用。各级政府积极建立科研

机构，重点研发海洋资源开发的高新技术，提高海洋资源利用率，降低污染。

第五，加大对海洋资源的综合保护。在完善法规、规划的基础上，加强重点领域的保护与

防治，适当建立自然保护区，加大对城市、企业排污的监管力度，普及自动监测设备，对排污

超标部门、企业实行严格问责。发挥民间环保组织的监督作用，政府和媒体合作加大社会宣传

力度，提高公众参与度，增强公众的环保意识，与海洋开发共同形成“综合性海域管理”体系。

只有采取从立法到宣传的多方面综合对策，力行科学合理的开发和保护政策，才能够从长远上

保证海洋资源的长久利用，落实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从而为我国经济社会的长

远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