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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36/2021_2022__E5_B9_BF_

E5_B7_9E_E6_96_B0_E4_c26_236117.htm 今年的广东省公务员

考试在6月16日举行，从许多考生在考后的反馈来看，今年的

广东省申论考试和往年的考题相比有了比较大的变化，对此

广州新东方公务员考试研究中心教学研究组组长戴斌老师在6

月17日凌晨第一时间就今年广东省申论考试的变化趋势做出

一定的分析，并提供本次考试的参考答案供广大考生作为参

考之用，本文仅是一家之言，希望对广大公务员考生的备考

能有一定的帮助。以下，让我们首先来分析一下今年广东省

申论考试的变化趋势：变化一：考察的题材有了重大的变化

。从在“物质层面”的考察过渡到在“精神层面”的考察，

从对“城市话题”的考察转向对“农村话题”的考察。首先

，广州新东方的戴斌老师请大家先回顾一下历年的广东省公

务员考试的申论话题：（1）04年上半年的申论话题考察的是

“打击非法传销”问题；（2）04年下半年的申论话题考察的

是“国家助学贷款还贷难”的问题；（3）05年上半年的申论

话题考察的是“食品安全”问题；（4）05年下半年的申论话

题考察的是“车辆的超限超载”问题；（5）06年上半年的申

论话题考察的是“手机垃圾短信泛滥成灾”的问题。从上述

的历年的广东省公务员考试的申论话题，我们可以发现，几

乎每一年的申论话题都与“经济”有关，即都集中在“物质

层面“。诚然，这样的命题趋势与广东省“省情”是很相符

合的。而今年的申论话题却有了很大的变化，考察的话题是

关于“农村文化建设”，即使是 “农村文化建设”中涉及的



分支点“农村六合彩”问题，其主线都并不是“经济问题”

，而是其背后所隐含的“不良文化氛围”。另外，我们还可

以发现，几乎每一年的申论话题其矛盾焦点都集中发生在“

城市”。而今年的命题是“农村文化建设”。考察的话题由

“经济类话题”转向了“文化类话题”（从在“物质层面”

的考察过渡到在“精神层面”的考察），而矛盾焦点也由“

城市”转向了“农村”（从对“城市话题”的考察转向对“

农村话题”的考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呢？其实这种

变化趋势和目前全国的命题趋势是相符合的，因为就07年全

国的命题趋势来看，广州新东方戴斌老师认为主要出现了两

个明显的变化：一是关于“文化”类话题的考察力度在不断

加强。比如目前已进行了的07年浙江省的考察话题就是“文

化的发展问题”，另外07年山西省的考察话题是“经济发展

与文化，环境保护”，也涉及到了“文化”问题这个命题方

向。二是作为传统热点的“三农问题”依然是考察的重点

，07年的国考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自05年考察了“三农问题

”的“农民问题”之后，07年国考再次考察了“三农问题”

，细节考点是“农村问题”。而从地方的考试的角度看，07

年山东省申论就考察了“三农问题”中“农村问题”，而其

细节考点是“村集体的资金不足问题”。实际上我们可以发

现今年对“三农问题”的考察都集中在“农村”问题这个命

题方向上。对于这个全国的命题趋势其实在广州新东方戴斌

老师之前写的“新东方详解07年广东十大申论命题方向”一

文中已有提及这两个命题方向（文章中的热点方向八：关于

“文化”方面的热点话题、热点方向九：关于“农村”的热

点话题）。而这两个方向的考察，在未来依然会是考察的重



点，但这两个大方向的细节考点相对比较多，对此，建议广

大考生多多留意这两个大方向的相关热点话题。说到这里，

或许很多考生会问：“戴斌老师，这些大方向的细节考点比

较多，该如何准备呢？”其实，我们应该认识到社会问题总

是有其“共性”和“个性”。戴斌老师认为如果我们根据国

家目前命题趋势，认定某一些大方向的命题趋势是确定的（

如广州新东方戴斌老师之前写的“新东方详解07年广东十大

申论命题方向”），那么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先掌握这些大方

向的社会问题的“共性”。举“文化”这个大方向为例，假

设我们预测某一次考试，关于“文化”这个大方向的考察几

率比较大，那么作为备考来说，我们可以预先准备的是以下

几个点：一、比如这次考的“农村六合彩”问题，这是一种

“不好的”、“不正确”的文化现象，我们要纠正它。但我

们在纠正它之前，我们思考方向不应该马上集中在“治理”

上，而应该先思索“为什么？”，要问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

，为什么是农村会有大量的这种现象，而城市里并没有这么

严重的社会问题。这里要看历史渊源，从中国历史上看，农

村一直以来相对于城市来说，都是一个比较封闭的社会环境

，一个比较封闭的社会环境相对而言信息就会比较“闭塞”

一些，而这就为一些“欺骗性的行为”提供了生存的土壤，

而这就是为什么农村会有大量的这种现象，而城市里并没有

这么严重的社会问题的“历史的渊源”方面的原因。那么如

何解决这一问题呢？很简单，打破这种“闭塞”，让外面的

信息“自由通畅”地进入到农村，“消灭”这些“欺骗性的

行为”的生存土壤，这往往就是“治本之策”。二、广州新

东方的戴斌老师认为，这里就提到了文化现象的两个重要点



。一是“引导”性问题，我们首先问谁来引导？是政府来引

导。那么如何引导呢？那就是第二个点需要被赋予“时代的

特性”，同时兼顾“历史属性”。那么具体如何操作才能做

到即赋予“时代的特性”，又兼顾“历史属性”呢？就“农

村文化建设”这个话题来说，文化建设的过程中既要赋予“

时代的特性”（主要指“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时代特性）

，又要考虑到农民的传统文化习惯，要合理地兼顾统筹来考

虑问题，而切记不可“忽略”农民的传统文化习惯来“孤立

地”去看待这一问题。从上面两个点的分析，广州新东方的

戴斌老师认为，如果我们预先判断对了命题的大趋势，在考

前能够像上面所做的分析那样，“预先”把一个“思考的方

向”放在“脑海”中，那么到了考场上的时候，就可以很轻

松地“展开答题思路”，同时也可以比较轻易地获得较为“

有深度”的观点。所以戴斌老师的观点一直以来都是：我们

不需要“迷信”预测，但要相信其实命题趋势（尤其是命题

的大方向）在科学的分析下是可以预测的，我们的申论的解

题思路也是可以“预先准备”的。所以考前还是可以适当看

一些相关的热点分析，以一种辩证的心态（而不是一种押宝

的心态）去看就可以了，同时看相关的热点分析时，如何做

到理性呢？关键是一定要关注热点预测的“依据”所在（即

为什么认为这个热点值得关注）。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