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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11/2021_2022_2009_E5_B9_

B4_E5_85_AC_c26_511187.htm 第三节 命题范例评析 由于在此

系列的其他书上已对2008年中央申论的命题做了一些分析，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重复，我们选取了以江西省的公务员申论

为标本，对其进行命题范例评析。由于中央申论和地方的申

论在命题原理上的一致性，考生可以从分析当中窥探出申论

的命题的背景，选材的范围以及作答要求的特色。具体分析

如下： 一、江西省200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申论命题的背景 

近年来，在各级政府和有关方面的共同努力下，在广大人民

群众的大力支持下，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工作取得了积

极进展。“十五”期间，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全国环境

质量基本稳定，部分城市和地区有所改善。通过退耕还林、

退牧还草，一些沙化退化的土地，已经能够看到绿色；通过

污染控制、综合治理，一些水体恶化的河湖，已经恢复了原

有的风光；通过生态移民、自然修复，一些环境脆弱的地区

，已经得到有效保护；通过生态建设，一些往日污染矛盾突

出的地方，开始走上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道路。 同时必须

清醒地看到，我国生态环境形势依然十分严峻。水土流失、

污染和土地沙化正威胁着国家生态安全，全国已有1/3的国土

面积受到水土流失的侵蚀，90%的天然草原不同程度的退化

，有限的耕地资源受到环境污染和地力下降的双重威胁，宝

贵的生物资源正在锐减。沱江、松花江等接连发生的重大环

境污染事故，直接威胁到人民的生产生活。频繁袭击北方的

沙尘暴，再次敲响了生态安全的警钟。历史经验告诉我们，



生态兴则文明兴。环境适宜长江、黄河流域孕育了辉煌的中

华文明，生态较好的“两河”流域塑造了古巴比伦文明。反

之，生态衰则文明衰。丝绸之路上的楼兰古国，随着生态环

境的变迁，早已湮没在万顷流沙之中。当代现实也告诉我们

，生态环境一旦遭到严重污染，将导致难以恢复的灾难。前

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核辐射泄漏、印度博帕尔农药厂的

毒气爆逸事故，造成的危害至今不能彻底消除，其教训十分

深刻。我们维护生态安全就是捍卫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就

是巩固中华民族发展的根基。 二、江西省2007年度考试录用

公务员申论试卷及其资料来源 (一)注意事项 1.申论考试是对

考生新闻记者能力、综合分析能力、提出和解决问题能力、

文字表达能力的测试。 2.参考时限：阅读资料40分钟，参考

作答110分钟。 3.仔细阅读给定资料，按照后面提出的“作答

要求”作答。 (二)给定资料 1.记者近日在河北子牙河水系的

滹沱河、滏阳河等主要河流调研时发现，“有河皆干、有水

皆污”已经成为这一流域的普遍现象。 “蚊子来得早，去得

迟，做啥饭都不香。”记者在冀州市邵村沟边采访，许多农

民对污染之痛难以言表。市水利局有关负责人说，邵村沟主

要接纳上游辛集和晋州的污水，污水长年积存在村边的大坑

里，满沟黑色，臭气熏天，村民在家不能开窗，外出不敢喘

气，污水浇地死苗现象时有发生，全村各类病人数量迅速增

加。 河北省环保局局长杨智明说，子牙河水系平原地区基本

没有天然径流，基本丧失了稀释自净能力，生活和工业污水

排放量较大，55%以上河段为劣V类，已经失去了利用价值，

对两岸村民饮水安全乃至健康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记者驱

车在石家庄、邯郸、邢台、衡水、保定等地采访，所过河流



均污水横流，基本无清水过境，不少地方还能看见不少或明

或暗的排污口喷涌着各色污水。 衡水市副市长赵长河说，衡

水干旱缺水，滹沱河土壤以沙质为主，境内外排入河内的污

水全部下渗。虽无径流，但污染严重，沿岸的安平、饶阳两

县已有3 000多眼浅水井受到污染，150多眼深机井水质不同程

度受到污染，沿岸10多万人饮水困难。 记者在黄骅市歧口村

采访时，村民刘树槐哭着说，今年一次污水下泄毒死了他养

的虾蟹，一次损失就达40万元。沧浪渠是横跨冀津两地入海

的一条重要排污河道，长68公里。天津大港区、河北黄骅市

的干部群众反映，十几年以来，上游特别是沧州市部分工业

和生活污水大量排入河道，对两地沿河群众的生产生活造成

了极大影响，沿河不少村民一年四季不开窗，夏天一屋子臭

味；污水使两岸农田部分绝收，养殖的虾蟹等经常大量死亡

；沿岸村民病亡率远高于非受污染地区，不少村庄在河上建

立了拦污坝，以阻挡污水的侵袭。 2005年河北环境状况公报

显示，由于水资源匮乏，部分地区农民使用污水灌溉，全省

污水灌溉面积为52 356公顷，累计废耕农田面积94公顷。全省

去年农业污染事故共发生35起，污染耕地面积2 100多公顷，

造成农产品产量损失23 621吨，损失金额达到了676万元。 记

者在河北四市采访时，基层干部群众说，我们都能直接看到

水污染带来的直接危害，但它带来的群众负担加重、对政府

不信任等次生矛盾后果更为严重，而且有可能引发恶性事件

。据记者了解，许多污染重灾区地下浅水已基本不能饮用，

只能靠打深水井维持生产生活所需，动辄三五百米乃至800多

米，一个村至少一眼机井，每眼井所需至少十几万，而且因

污染连连报废，给农民增加了负担。不少地方“政府拨点、



群众凑点、上级要点”才勉强保证群众饮水安全。 注：给定

材料1来源于2006年10月13日《经济参考报》上的一篇题为《

河北水污染重灾区 村民不吃自家种的粮》文章，作者：杨守

勇 周润健 2.据有关领导和专家介绍，全国大、中城市浅层地

下水不同程度地遭受污染，约一半的城市市区地下水污染较

为严重，大城市的中心地带、城镇周围区，以及排污河道两

侧、引污灌溉区污染尤为严重。全国不少地区符合标准的饮

用水水源地呈缩减趋势。据调查，全国113个环保重点城市

的222个地表饮用水水源地，平均水质达标率只有72%。 当大

城市中心地带和周围的水源出现大面积污染，城市还将如何

维系？这是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事实上，我国本来就干旱

缺水。淡水资源人均只有2 300立方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

的1/4，在世界上名列121位，是全球13个人均水资源最贫乏的

国家之一。截至2005年初，中国的660多个城市中，一半以上

城市不同程度缺水，其中严重缺水的有111个，全国城市缺水

总量为60亿立方米，每年因缺水影响工业产值就达到2 000多

亿元。 在淡水资源本来就非常有限的情况下，污染可谓雪上

加霜。而且，地下水一旦污染，无论从资金投入的角度还是

从技术的角度来看，得到治理的可能性都近乎零。日本经济

虽然非常发达，但对于治理地下水污染所需要耗费的高达10

兆日元以上的投入，也只能扼腕叹息，无可奈何。 除了污染

，还有对水的无节制开发和浪费。仅黄河流域，就有16个大

中城市实施“拦河造湖”、“挖湖引水”计划。其中郑州、

洛阳、西安、成阳、宝鸡、石嘴山、太原已形成或计划形成

的人工景观水面达56平方公里，相当于10个杭州西湖。仅郑

州、西安、成阳，计划投入的相关“圈水资金”就达40多亿



元。在黄河一些河段出现断流的情况下，这种“圈水运动”

无异于会导致更为严重的后果。 经过几年的发展，城市已经

高度现代化，但是，缺水和水污染，将成为制约大城市发展

乃至生存的瓶颈，如果我们不尽快采取措施加以解决，继续

默认水污染和浪费情况的发生，水缺乏/污染可能成为城市的

终结者，楼兰古城的悲剧或将重演。 注：给定资料2来源

于2006年12月28日 《上海证券报》上一篇名为《有河皆干有

水皆污 水污染将成为城市终结者？》的文章，作者： 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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