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7年北京公务员申论考前冲刺试卷五及答案（考试作弊）-公

务员考试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5/2021_2022_07_E5_B9_B4_

E5_8C_97_E4_BA_c26_25204.htm 一、注意事项 1、申论考试

是对应考者阅读理解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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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答参考时限：阅读资料40

分钟，作答110分钟。 3、仔细阅读给定资料，按照后面提出

的“申论要求”依次作答。 二、给定资料 1.2005年高考期间

，在山东潍坊、东营等地出现了所谓的“认真学习公司”，

不法人员声称考生可以通过手机、寻呼机接收答案，全套答

案的价格为3000元，而且保证能考上本科，在高考的第一天

就抓到违规将手机带入考场的学生。 2.2005年1月21日中新网

报道，江苏盐城人事考试中心对65名作弊考生全部被曝光并

作零分处理。 3.2005年4月1日，人事部向新闻界通报，因南

昌两个执业药师考点发生严重舞弊事件，江西省人事厅两位

副厅长分别受到行政记大过和警告处分，有关考点的考试结

果也被宣布无效。 4.2004年6月7日下午、8日上午，在镇平县

第一高中、第一初中、雪枫中学三个考点内进行的高考外语

、数学两门考试中，均发现了学生携带手机进场、利用手机

短信形式传递试卷答案的现象。这一现象引起了监考人员的

注意，并当场按考纪规定对违纪学生予以没收手机、封存试

卷等处理。 5.在2004年6月7日下午英语考试时，湖北省南漳

县实验中学考点第10考室发生了两次手机作弊事件。一次是

下午3∶40左右，一男生掏出手机时被监考老师发现，手机接

收了一组阿拉伯数字符号短信。经查，此短信为同考点第17

考室的同班女生发的英语试题答案。下午4∶47左右，还发现



一女生掏出手机接收另一女生为其发送的试题答案。 6.2004

年6月7日下午英语考试时，湖北省潜江中学体育理科考生Ａ

拿出“小灵通”时被监考教师发现。经查，“小灵通”上有

两条短信，一条是同考室考生Ｂ交卷后在考场外发送的，另

一条是同考点考生Ｃ交卷后发送的。考生Ｄ在交卷时被监考

教师查出携带有“小灵通”，经查，上面有考生Ｃ发送的英

语试题答案。经查实，4人均为同一中学的篮球队员，平时关

系密切。考前4人串通，由于Ａ、Ｄ英语成绩不好，Ｂ、Ｃ在

交卷后给他们发送了英语答案。 7.2004年6月7日上午语文考

试，湖北省石首市文峰中学考点第7考场一女生，在9∶43

－10∶07时间段内，先后4次利用手机将语文试题发送给其母

亲，由其母亲再找人做题。因发送短信时拨错了手机号“露

馅”，收到短信的机主向荆州市招办举报后被查获。 8.2004

年6月7日上午语文高考时，武汉三角路中学考点一名努力学

习的“XXXXXX”被一监考老师现场抓获。原来这名

“XXXXXX”所努力学习的考生正是这名监考老师所在学校

一名很熟悉的学生，努力学习骗术当场被戳穿。 9.2004年6

月7日，江西省新建县一中历史教师赵文华碍于朋友情面，在

同事的嘱托下，高考开考后匆匆将200元现金塞给同组监考的

老师遭到拒绝后。8日上午数学科目开考，当离交卷还有20余

分钟时，赵文华又铤而走险。赵文华说，23号考生姓唐，其

家长是通过同事杨某找到他，请求他帮忙。当时，他在23号

考生后看见该考生的试卷做得不好，就悄悄抄了另外一位答

题顺畅的考生答案，趁机抛到23号考生的桌上。 10.2004年6

月7日上午，亳州市一中考点发现一起无线耳机作弊行为。根

据安徽省教育厅指示，高考巡视组立即通知该市教育局强化



防范，并查出18名铤而走险者。经查，6名涉嫌给考生提供耳

机、送答案的重要嫌疑人被刑事拘留。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

调查。 11.在2004年青海省高考评卷中，英语学科评卷组发现

有3名考生试卷雷同，并且这三份试卷分布于同一考点的两个

不同考场。经专家认真核查，确实属于雷同试卷。青海省考

试管理中心立即会同有关部门进行了认真调查，经查实，三

份雷同试卷源自青海省平安县考点理科17和18两个考场，参

与舞弊的教师和工作人员共有5人，他们将一个考场的部分试

题答案抄袭带入另一个考场，交给另一个考场的舞弊考生。

12.在当今的高科技社会，考场也成了一个新技术的竞技场，

各种作弊的新“发明”层出不穷，大有“道高一尺、魔高一

丈”的趋势。比如在电白高考舞弊案中，就“发明”出了专

用的BP机，使作弊更向规模化方向发展。随着手机的普及与

功能的增强，利用手机作弊日益增加，如将耳机绑在袖子里

，考试时将手靠近耳机佯装思考，实质在听通过手机传来的

答案。女生则更方便了，有的干脆将耳机戴在耳朵上再用长

发遮住，监考老师很难发现。还有可以利用手机发短信息，

则更比BP机方便多了。此外，从小到电子辞典、掌上电脑，

大到传真机、复印机，这些现代“武器”也会光顾考场。 13.

在网上，专门的代人考试的“XXXXXX”广告也是经常可以

看到，有努力学习TOFEL的、GRE的、四六级英语的等等，

不时地发到网民的电子邮箱中，当然他们不会留下真名实姓

和电话号码，而只会留下邮箱号码、QQ号码。在网上也有买

方的身影，如有的人公然在网上招标“谁帮我通过司法考试

，酬金一万元”。 14.2004年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前几天，

某网站对英语作文进行预测并有范文，而预测的题目竟与实



际考题一模一样，难道只是巧合？而且在考试后，该网页即

被删除，更让人生疑。 15.夹带、抄袭、交头接耳、换卷子等

传统的作弊手法当然没有因为高科技的运用而退出历史舞台

，这些“经典”手段也不断有“翻新”。现在复印技术的发

达，许多作弊者都会拉“手风琴”，就是把要准备的内容事

先打印在纸上，再复印缩小，最后折叠成手风琴一样的纸条

，由于体积很小，可以握在手中而不被监考人员发现，因而

很是流行。有的考生带纸条的方法更是费尽心思，有的女考

生将纸条藏在长统袜甚至文胸、裙子中。还有的特殊出版也

成了作弊工具，如《实用英汉多功能词典》 、《2002年职称

英语考试傻瓜词典》就曾经在市场很走俏，原因就是这些词

典中编辑了大量职称考试教材内容，而参加 全国职称外语等

级考试的考生可以携带工具书进入考场。即使在人事部禁止

这两种词典进入考场的情况下，也有人“张冠李戴”换上封

面将其带入。 16.“XXXXXX”努力学习是近几年来逐渐增多

的现象，尽管有关部门采取了不少防范措施，如将准考证一

式二份，留存的一份带到考场上去逐一核对，但仍然是“上

有政策，下有对策”。如有的考生在冲洗相片时，将刻苦学

习者与自己的照片进行叠印或者干脆进行电脑合成，洗出来

照片两个人都象。还有的考生将照片洗成超薄型，在准考证

上贴双层照片，上面一层是自己的，下面一层是刻苦学习者

的，准考证发下来后，再把上面一层揭掉。为了努力学习，

还有人采取双报名的办法，即“XXXXXX”也以自己的名义

进行报名，但在考试中，甲写乙的名字，乙写甲的名字。现

在监考人员大多会要求考生在开始时即将名字写在试卷上，

他们也有办法对付。有一种可擦性圆珠笔，写出来的效果与



普通圆珠笔没有两样，但它可用橡皮擦掉，只要在最后交卷

时把自己的名字改一下就行了。 三、申论要求 得分评卷人1

、就给定资料反映的问题，用不超过200字进行概括。要求：

全面，有条理，有层次。(20分) (空格略)得分评卷人2、从政

府制定政策的角度，就材料所反映的问题提出对策建议。要

求：有针对性，有条理，切实可行。字数不超过350字。(40

分) (空格略)得分评卷人3、就给定资料，自选某一角度，自

拟标题，写一篇1000字左右的文章。要求中心明确，内容充

实，论述深刻，有说服力。(40分)(空格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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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