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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AF_95_E5_A4_A7_EF_c26_246822.htm 《申论》全真模拟试

卷(十七)及参考答案 一、注意事项 1．申论考试是对考生阅读

理解能力、综合分析能力、提出和解决问题能力、文字表达

能力的测试。 2．本试卷由给定资料与作答要求两部分构成

。考试时限为150分钟。其中，阅读给定资料参考时限为40分

钟，作答参考时限为110分钟。满分100分。 3．仔细阅读给定

的资料，按照后面提出的“作答要求”依次作答。考生应在

答题卡指定的位置作答，未在指定位置作答的，不得分。 二

、给定资料 1．(光明网2007年03月01日)身患白血病的10岁男

孩张影瞒着父母和医护人员，偷偷 溜出医院来到街头下跪求

助，而跪了半个多小时，得到的却是一个阿姨给了1块钱，还

有一个叔叔给了5毛。 悲从何来?据医生介绍，张影的病情危

重复杂，最好的办法是进行骨髓移植，但至少30万元的费用

对已经倾家荡产的张影父母来说是个天文数字。孩子懂事，

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偷偷出来下跪求助，然而，半个多小时

过去了，仅仅得到可怜的一块五毛钱，距离三十万元相差十

万八千里，只怕孩子下跪一辈子也解决不了问题。如此境遇

，怎能不让人感到悲痛与心酸? 2．(黑龙江晨报2006年10月25

日)中午放学的铃声已经响过好一会儿，教室里的学生也几乎

走没了。蔡晶(化名)才把头从书本上抬起来，慢慢地收拾着

文具，心里盘算着“中午去哪里吃饭?不能去昨天那家了，那

家吃一顿饭要3元钱呢，还是去吃面条吧，才2元钱，可以省

点钱。”琢磨好，蔡晶才起身向校门口常去的那家小面馆走



去⋯⋯ 蔡晶，哈尔滨市第162中学高二学生。因为父母患病丧

失劳动能力，家里生活十分困难，蔡晶在学校里不得不“精

打细算”地过日子。 虽然学校减免了蔡晶的一些学杂费，蔡

晶每学期都能拿奖学金，花钱也很节省，可她兜里连吃饭的

钱都快没有了。蔡晶的脸上经常笼罩着愁容⋯⋯ 3．近日记

者在广州东山口、天河城附近等商业繁华地带的一些人行隧

道发现，为数众多的流浪人员，或和衣而睡，或裹被而眠，

隧道成为流浪人员的“家”。隧道口留有的“广州市救助管

理站，水荫四横路，联系电话：⋯⋯”，似乎并未进入他们

的视线。其实早在去年3月，广州市政府已经出台了相关政策

，加强对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 是他们拒绝工作还是工作拒

绝他们?他们以什么为生?他们为什么拒绝救助?带着这些问题

，记者走进“流浪部落”。 隧道边、屋檐下、立交桥底、绿

化带中间这些白天里熙熙攘攘的人流和车流经过的地方，普

通市民不愿多驻足片刻的地方，就是广州流浪部落的“家”

。近日，记者连续三晚“探营”。 海珠桥底、天河城人行隧

道等处，发现为数众多的流浪汉寄宿在这些稍稍能避风挡雨

的地方。他们多数以拣垃圾为生。羊城的多数市民对流浪汉

避而远之。 记者调查发现，除了少数流浪人员寄宿在商场、

办公大楼等公共建筑的屋檐底下外，多数流浪人员都居有定

所隧道口、立交桥底、绿化带中间。为什么流浪人员选择这

些地方作为“家”呢?流浪人员称，这些地方多数是广州市的

商业繁华地带，人口密集，废品多，容易生存。遮风避雨，

相对暖和；附近有自来水等公共水源，保证生存得以继续。 

流浪人员以什么手段谋生?通过深入调查，记者了解到，大多

数的流浪人员以捡垃圾、卖废品为生，易拉罐、矿泉水瓶、



可口可乐瓶等是他们赖以生存的主要经济来源。废品收购站

和隧道口是他们日常生活中的起点和终点，是每天都必须要

去“报到”之处。“吸毒的、抢劫的、乞讨的、小偷小摸的

，各有千秋。”自称来自江西萍乡的黄姓流浪汉，这样告诉

记者。 流浪人员和市民的关系怎样?部分流浪人员表示，多数

市民对他们挺好的，只有少数市民对他们避而远之。而记者

日前接到市民的投诉称：起义路连接海珠广场地铁站的人行

隧道臭气熏天，行人情愿选择过没有斑马线的马路，也不选

择走安全的隧道。附近还有几间学校，在上学放学时间，学

生也不愿意走隧道到地铁站，原因是实在太多露宿者在隧道

内“定居”!“隧道内还堆有很多垃圾，还有尿迹，臭味扑鼻

。还有治安隐患。”有市民在网上如此发帖，对流浪人员的

行为痛加斥责。 4．(《人民日报》2007年03月04日)据2004年9

月的数据，全国农村共有需要救助的特困人口1971．9万人，

其中已发放低保证的437．7万人，已发放特困证的798．9万

人，两项合计占特困人口总数的60％多。 “面对农村的贫困

问题，传统的农村五保救济制度已不能适应形势需要。农村

也应实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希望尽早为农村社会救助立个

法!” 3月3日下午，手拿《关于制定农村社会救助法的议案》

，安徽团代表童海保与同团的3位代表你一言、我一语，聊得

起劲。 童海保，马鞍山市金家庄区人大副主任。过去4年，

他共向大会领衔提交议案112件，建议9件，被大会采用议案

共74件。 2006年，童海保先后3次到他当年下放的农村安徽当

涂县龙山桥镇调研。结果发现，传统的农村社会救助制度主

要是以救灾、社会救济、扶贫、农村五保供养、助残等为内

容，在救助面、救助水准、救助手段方面已不能适应中央提



出的新农村建设之需。随着我国生产力日益发展和社会不断

进步，传统的农村社会救助制度越来越凸现不足。 “农村救

助面较窄。”童海保说，不管是救灾、社会救济，还是农村

五保、扶贫、助残，救助面对的只是一部分“三无对象”、

赤贫和有困难的残疾人。 “救济经费不足，救助的水准也偏

低。”童海保查阅资料后发现，全国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月人

均救助水平最高的达344元，最低的200多元。而农村社会救

助与城市低保相比，其救助水准偏低。 “我们应实行农村最

低生活保障制度，以取代原有的贫困性社会救助，并实行‘

广覆盖’的思路，让在农村范围内的社会成员一旦陷入困难

境地都能得到社会救助。”童海保大声疾呼。 今天，童海保

的议案吸引了三位志同者安徽医科大学病原生物学教研室副

主任王明丽、旌德县白地乡洪川村党支部书记余的娜、安庆

市大观区万利农业科技示范园负责人万利云。如何进一步完

善议案，他们在童海保小小的房间里，讨论得热气腾腾。 资

金的扶助渠道应更明确一些；为解决因学致贫，子女上学扶

助力度可再加强点⋯⋯大家出谋划策，童海保一一记下。 据

了解，各地积极探索建立农村低保制度。截至2006年6月底，

全国已有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全面建立了农村低保制度

；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部分县(市)也建立了农村低保制

度。目前，已有1100多万农村特困群众被纳入了农村低保的

保障范围。 童海保建议，农村社会救助法应确立政府在农村

社会救助中的主体地位，对农村低保对象实行分类管理；同

时应完善以社会救助为核心的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完善

城乡社会救助制度、义务教育和非义务教育学生的资助制度

、养老保险制度，构建覆盖全社会成员的多层次的医疗保障



制度等。” 5．新中国成立后，救助农村和城镇贫困人口的

生活成为人民政府的重要任务。20世纪50年代中期后，在广

大农村地区实行了合作化，农民的生、老、病、死都依靠集

体经济组织来给予保障。其中包括“五保户”制度。城市居

民基本上被安排在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就业，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城市居民的生活虽然有比较好的保障，

但是总体生活水平并不高。 改革开放以后，作为世界上最大

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贫困问题引起了国内外的普遍关注。

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社会各界讨论得比较多的是中国农村

的贫困问题，中国社会救济制度改革的重点也主要放在农村

。这些改革努力一直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其中大多数

政策措施目前还在实行。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农村处于绝

对贫困状态的贫困人口有2．5亿人。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后

，通过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一系列“富民政策”，中

国农村的贫困人口急剧减少。1985年，为了实施大规模的扶

贫开发活动，确定了以人均年收入200元为贫困线。当时，在

贫困线以下的贫困人口仍有1．25亿人。经过政府和全社会的

共同努力，到20世纪80年代末上述贫困人口已经减少到3000

万人。1991年，考虑到物价指数和生活费用指数的变化，为

了更实事求是地研究和解决中国农村的贫困问题，将贫困线

提高到300元，按这样的口径统计，当时中国的农村贫困人口

为6000万人。到1993年制定“八七”扶贫攻关计划时，又再

次将贫困线提高到400元。按照这个标准，中国农村贫困人口

为8065万人。在整个计划实施期间，扶贫攻关成效卓著

，1996年中国农村的贫困人口已经减少到6000万人，到1998年

又减少到5000万人，到1999年底中国的农村贫困人口已经减



少到3000多万人。对此，国际社会给予了高度评价，称之为

“伟大的脱贫运动”。 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救济工作

在各级民政部门的统一组织和管理下，对社会救济工作进行

了一系列的改革，主要包括4个方面：救灾、救济、五保和扶

贫。救灾是为帮助灾民脱离灾难险情，减轻灾害损失，克服

灾后生活和生产困难而提供的社会援助。五保是指由农村社

区(集体)负责保证无法定扶养人、无劳动能力、无可靠生活

来源的老年人、残疾人和孤儿基本生活需求的社会援助，即

对他们“保吃、保穿、保住、保医、保葬(保教)”，简称“

五保”。 6．(新华网北京3月8日电)不是低保户、但因突发事

件等因素而陷入困境的家庭在北京市东城区会及时得到救助

。依托社会救助信息系统，生活上一时陷入困境的低保边缘

户纳入了政府视野。 春节前，家住北京市东城区的大学生李

奕收到了东城区民政局和捐助单位代表送来的2000元助学慰

问金。李奕幼时父母离异，与母亲失去联系，2002年父亲因

病去世，由祖父母抚养。祖父母均为工厂退休工人，退休费

共计2000元左右。二老每月需支付自费药600余元，生活上祖

孙三人相依为命。2006年李奕考上大学，两位老人很是欣慰

，可学费却不知何处筹措。为解决李奕的学费问题，当地社

区居委会曾多方努力给予帮助，但都是杯水车薪。为了能够

让类似李奕这样的家庭纳入政府帮扶视野，东城区在北京市

率先试点建立了社会救助信息系统。 社会救助信息系统在核

定救助人群时，不再把经济收入作为唯一标准，而是由计算

机按照困难人群的困难程度进行科学排序。据了解，李奕就

已成为这个信息系统的统计对象。这个信息系统目前已采集

了东城区近2万名居民的基本信息，并综合了16个政府委办局



掌握的188项市民信息，从基本的姓名、年龄、月收入、到家

中是否有房产、汽车，是否有人患严重疾病，所有信息根据

对家庭影响程度不同被转换成相应的数值，最终通过计算机

分析软件对全区的困难家庭进行精确排队。 据了解，不够低

保资格的李奕家也能排在其中，而且在前89名困难家庭中，

有46户不是低保家庭。这些家庭大多是因病或因家庭重大变

故致贫，但并不符合现有的低保政策标准，社会救助信息系

统让这些最需要救助的家庭领到了“雪中送炭”的救助金。 

东城区民政局局长赵凌云说：“我们通过社会互助捐赠筹

集20万元善款、北京市福利彩票公益金筹集5．5万元，对

这89户低收入困难家庭进行优先救助。”赵凌云介绍，社会

救助信息系统实现了对部分非低保户困难家庭的救助，他们

往往因就学、就医、突发性事件造成了暂时的或长期的困难

。一些虽然受到各项政策救助但仍然生活困难的家庭也因为

这个系统的帮助得到及时援助。 记者了解到，东城区民政部

门并不平均分配救助名额，而是坚持实事求是，充分利用社

会救助信息系统，针对每个家庭的不同情况，给予最高5000

元，最少也有400元的救助问候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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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