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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国考副省级申论真题解析

【参考答案】

第一题

【参考答案】

1.重视基层党建，大力实施固本强基工程，凸出村级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健全基层治理

体系。

2.以改造乡村人居环境为核心，深入推进农村环境综合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

3.投入资金修缮和活化文化遗存；挖掘提炼村居历史文化特色，打造村居文化品牌活动。

4.强化核心价值观教育和思想道德建设。

第二题

【参考答案】

关于山岔村的调研报告提纲

根据调研，山岔村在实现整村脱贫的过程中有很多做法值得学习和借鉴，报告如下：

一、积极争取帮扶资金。1.争取、整合帮扶资金，完善文化宣传基地、路灯、道路等基础

设施；2.争取财政、建设、文化、扶贫等部门资金，实施新建工程。

二、成立专门组织。鼓励农户成立合作社，通过土地流转，形成合作社式的劳作模式，发

展现代设施农业、养殖业，并引导群众有计划地种植经济作物。

三、完善文化设施，开展文化活动。1.保护当地特色文物，如重建九盘水磨。保留特色景

观，比如烽火夕照长城墙、山神庙景观平台和小游园。2.恢复重阳民俗文化活动。3.修建老年

文化广场、水磨文化广场、历史文化艺术墙。

四、因地制宜发展旅游业。1.依托自然资源，发挥当地资源优势，彰显历史印记，融合文

化元素，做活水的文章，打造避暑休闲的美丽村庄。2.打造免费景区。3.利用自家宅院，开办

“农家乐”。

五、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广泛征集好家训，挂家训，立家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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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题

【参考答案】

关于卢作孚乡村建设构想的学习材料

卢作孚是我国现代史上著名实业家，曾创办最有影响的民营企业集团民生公司，同时也是

“乡村建设三杰”之一。他于1927年，开展以北碚为中心的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在此过程中，

他以乡村现代化建设为核心，提出的理念有：

一、重视乡村建设基础性作用。他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基础在乡村现代化，乡村是不断供

给城市人口的地方。

二、重视全局性与局部性建设。他提出将农村布置成生产、文化、游览区域的目标，并进

行具体规划。他在文化教育建设中重视研究事业；在社会建设中重视公共事业；在环境建设中

重视公园作用；在社会建设中重视大众参与。

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他提出兼顾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但应更重视经济，认为经济

建设能让民众富裕，增加赋税，增强国力，促进民众广泛参与。

四、以工辅农，工农互动。他利用民生实业公司，支持乡村建设。而民生公司自身从中不

仅获得经济利益，而且也培训了大量的人才。

五、以人为核心。他提出“人人都能自立、立人”为乡村建设的根本目标，既包含农村现

代化建设最终要落实到“立人”，又包含依靠“能自立”的建设者去推动。

卢作孚的乡村建设构想启示着我们，应始终抓住城市与乡村的关系，来思考中国的发展问

题；从事乡村运动，既要着眼全局，也要落实具体问题，同时也对当今以工哺农，建设新农村，

重视人的现代化有重要借鉴意义。

第四题

【参考答案】

一、这句话指出了在乡村生活中能找到城市现代文明过分重视物质资源而失去的精神价值

和人生意义。

二、具体有：1.感受自然熏陶，使人精神明亮。感悟生命意义与欢乐，重新发现、观察生

活，获得新生，让精神生活更有魅力，拓展心理空间。2.能安抚灵魂，获得面对失败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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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民间文化能丰富温情的人生体验，助力个人成长。3.呈现文明意义。保留自然造化的个

异性，拥有与“永恒”的物质形式相对应的不朽精神，承载“共有共享”的理想。

三、因此，我们要重新认识乡村生活，挖掘精神意义。

第五题

【参考答案】

城市和农村应互补发展

城市文明是理性化、统一化、标准化、技术化、规模化的洪流，集中了“人造”的力量。

乡村文明则是感性的，是建立在独特地理山川、四季更替、历史传承上的多样化生活方式，氤

氲着自然气息，人情温暖。城市和乡村，就如人的心灵和身体，是相互依存、功能互补的有机

统一体。理想的城乡生活，应有城市的高效和忙碌，也要有乡村的自然和休憩。

然而现在经常出现一些错误城乡关系观。有些经济主义者以城市经济发展的高效去贬低乡

村文明的种种价值。比如片面追城市化，忽视乡村生态价值、旅游价值，无视百年传承的乡社

祠堂文化，民俗文化等独特精神价值。也有一些文化主义者爱乡心切，反对城市文明，甚至呼

吁恢复宗族家法、封建迷信等乡村糟粕。我认为，城城市、乡村文明都有其独特价值，应该坚

持城市、农村协调统一，互补发展，宜城则城、宜乡则乡。

城市文明追求理性、统一、高效的技术文明，应该和乡村感性的、讲究多样化、个性化的

自然文明互补。城市人口的集中化，在聚集力量的同时，也聚集了风险，有极大的脆弱性。除

了会出现城市资源、环境、交通、公共空间等不堪重负外，饮食居住环境的一体化，使得疫病、

自然灾害、战争等城市灾难一旦发生，就会造成致命破坏。古罗马庞贝城文明，古中国楼兰文

明的一夜毁灭即是警钟。而乡村人口的分散，环境、饮食、文化等的多样性，则是可以分散城

市风险。讲究人情伦理，手工细活的乡村生活形态也为城里人逃离同质乏味的生活提供了更多

选择。

城市经济和乡村生态、乡村精神文化可以互补。城市升级改造、新型城镇化建设、乡村建

设战略等都为此提供了条件和契机。我们可以在城市升级改造和新型城市化建设中，引入城乡

功能互补的观念，在城市发展高科技、高端制造等产业，在乡村发展现代农业、旅游文化、养

老休闲等产业。在这种策略之下，发展城市综合体、特色的小城镇。城市追求效率，乡村休闲

舒适；城市高楼林立，成熟发达；乡村工业落后，环境优美。这种天然的资源禀赋差异也为城

乡的互补发展提供了良好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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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要实现城市和乡村同步发展、城乡互通，让人在城、乡之间自由游走。重中之重是着

力发展农村，推动乡村现代化，从而实现城乡全面现代化。一方面，城市要为农民进城畅通渠

道，提供便利。要为农民进城就业创业提供便利，让户口、住房等公共服务也惠及进城农民。

另一方面，推动城市人才和资源下乡，为市民到农村安居乐业，旅游休憩提供条件。这就需要

大力加强乡村文明建设，着力实现乡村就地现代化。要尊重地方特色、保护生态环境，做好产

业规划、让农村和城市同样便利且美丽。要以乡村建设战略为契机，大力推动美丽乡村建设，

实现乡村基础设施、生态、经济、教育、文化的综合发展。尤其要特别重视乡村生态保护，以

及精神文化和乡贤文明传承。

城市文明是国家力量的中心，乡村则是公民肉身和灵魂的休憩之所。在推动城乡一体化发

展的进程中，在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实践中，我们坚信走城乡文明和谐共生，协同发展的道

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