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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5/2021_2022_2009_E5_B9_

B4_E4_BA_91_c26_645728.htm 一、注惹事项 1．本卷总分100

分，限时150分钟，其中阅读给定资料参考时限为40分钟。 2

．用黑色钢笔(签字笔)将自己的姓名、准考证号填写在试卷

和答题卡(第一、三页)相应位置上∶用2B铅笔填涂答题卡第

一页准考证号的信息点。 3．看清答题卡题号位置，每题都

要用黑色钢笔(签字笔)作答在答题卡上的指定位置，作答在

其他位置上的一律无效。 4．请仔细阅读给定的资料内容，

然后按照后面提出的“作答要求”作答。 5．答题结束后，

将题本和答题卡一并交给监考人员。上交时，务必请他(她)

在你的准考证上签收。否则，若题本和答题卡遗失，由你承

担责任。 严禁折叠答题卡! 二、给定资料 近年来，党和政府

高度重视农村文化建设，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农村文

化建设取得很大成绩，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有了较大改

善，农村文化建设呈现良好的发展局面。但总体上看，农村

文化建设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还不相适应，与经

济社会的协调发展还不相适应，与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还不相适应。可以说，农村还是我国文化建设的薄弱环 材料

一∶ (1)记者近日在农村采访时发现，农村丧葬攀比性消费导

致一个普通农民的葬礼就能消费掉一个普通农户一年的纯收

入，葬礼消费和人情债成了农民经济生活的一个沉重负担，

亟需引起有关部门重视。 河北藁城市一位71岁的农村老人张

某不久前去世后，他的4个生活拮据的儿子集资为他操办了一

个体面的丧事，除去买棺材、火化、搭灵棚外，加上请戏和



放电影、摆筵席等，总共花销4410元。同时，张家办丧事，

收取了亲友和村民送的7970元礼金。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类似这样“一家死人，全村举丧”的现象在当地非常普遍，

有的农户甚至变卖耕牛和生产工具操办丧事。中国社会科学

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科研处处长杜志雄说∶重生重死是中国文

化传统的一部分，农民操办白事是维持邻里关系的一种方式

，是民俗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举办葬礼的主要目的也不是比

排场、比体面，而是为了寄托对死者的哀思。但如果因操办

白事而增加农民自身负担影响了生产的投人，则是民俗文化

的扭曲，和目前我国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大背景也是格格不人

的。 由于基层文化的缺失，一些封建迷信活动正在悄悄入侵

山区百姓的生活，山西省兴县康宁镇，去年曾出现了一些宣

扬诸如“哭就能升天”、“一人每天吃二两饭就行”的邪教

。一个叫高利春的村民告诉记者∶“我们村，还有临村的一

些妇女、老人没事的时候就聚在一起练功，每月的初一、十

五都要去山上吸气(吸收仙气)，大家围在一起又哭又唱，说

是能强身健体，仅我们村练功的人就近500人。”康宁镇党委

书记牛贵崇说∶“村里要集资办点公益性事业，很难收钱，

村里许多人都不愿意交，但那些邪教的钱村里人交的都很积

极。” 地市以下的基层电视台都在播放什么节目?近期一些读

者反映，这些电视台只干三件事∶新闻让领导露露脸；广告

密集得让群众翻白眼；电视剧看得观众分不清点。基层电视

台成为地方领导的亮相舞台，成了一些部门的赚钱工具，而

对群众急需的农业生产技术、群众渴求的文化生活问题，他

们几乎不予关注。近日记者到豫鄂交界的河南省唐河县对这

一现象进行了调查。 一些群众反映，广大农民观众很希望能



看到农业技术、农业法规以及农经信息方面的电视节目，因

为这样的节目能帮助大家了解政策、学到实用的技术，有利

于切实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一位农民朋友感慨地说，中央

电视台已经开设了很多频道，怎么不开通农业频道呢?事实上

，中央电视台七套就是农业和军事频道，问题出在基层有线

电视台没有及时发现受众的需要，没有转播相关节目。 一位

乡党委书记告诉记者，他所在的乡电视台就是靠平时播个广

告、农民红白喜事点歌、点电视剧来养住自己的几个人。 (4)

中国农业出版社是出版“三农”图书的主力军。该社图书营

销部主任杨连增说，出版社每年出版新书1000种左右，加上

重印的约800种，“三农”图书品种不可谓不多，但大多数图

书发行量都很不容乐观，许多书籍出来没几天就进了仓库。 

一边是出版社“三农”图书积压，另一边却是许多农民家里

无书可读。广西隆安县城厢镇宝塔村，是一个有l800多人口的

种植大村。村支书余××是种植大户，每年仅龙眼、板栗等

收入就超万元。但他家里惟一一本《龙眼高产栽培技术》，

还是2002年在县城新华书店买的。 该县新华书店经理说∶“

三农”图书在书店图书种类中所占比例不到1／3。 造成出版

社图书积压，许多农民家里又无书读的现象，主要原因在于

出版环节和发行渠道上。就出版环节而言，许多农民反映有

的“三农”图书让人“看不懂”、“用不上”。 (5)“农闲没

事干，不打牌干什么?”记者在西安市长安区新一村及小新村

问及村民为什么喜欢赌博时，有些村民竞这样回答。由此可

见，文化生活匮乏是导致新一村赌博成风的根源之一。村民

三三两两地坐在村头及自家门口聊天。他们告诉记者，农闲

时，都不知道该干啥才好，打牌成了他们最好的消遣方式。



妇女们打打麻将，一般输赢也就是几元钱，但男人们觉得打

几元钱没意思，用“二八杠”赌钱才过瘾，“钱来得快，去

得也快，够刺激”。加上村及镇相关部门制止不力，遂使赌

风盛行。只有从逐步健全农村社区建设、完善村务管理制度

、丰富农民业余精神生活等方面人手，才能从根本上杜绝农

村的赌风。村民们还说，现在还不是赌博的兴盛期，到了冬

天，村民们无所事事，赌博情况更严重。 材料二∶ 农村赌博

成风，不得不提近年来流行的地下的“六合彩”。 (1)据广东

省农调队2003年底对全省29个县2460户农户进行的问卷调查，

该省当年农村购买私彩金额达到33．2亿元。受损的不仅仅是

公彩老板和国家的彩池，潮阳市2001年全年GDP下降21．O％

，成为广东省负增长率最高的县级市。 “六合彩”长驱直人

，速度之快范围之广，令地方政府紧张。毗邻广东的湖南省

，30多个县市“受灾”，当地媒体称之为“经济邪教”。农

村的金融机构，广西大化县工商银行、农业银行、邮政、信

用联社四家金融机构在2000年时城乡居民储蓄存款总额约为4

．3亿元，自2002年起三年中先是跌破4亿元，后缩减为2．1

亿元，直到目前的4472万元。政府账面上的数据，远没有民

间各类悲剧那样令人“触目惊心”彭心安说，“六合彩”最

大的危害，是破坏了农村的社会经济秩序，农民荒废了耕作

，家庭失去了和谐，传统的社会道德“灰飞烟灭”。 (2)来自

当地警方的一项统计数据显示，参与地下“六合彩”赌博的

人群，农民的积极性最高，占总数的40．74％。 “地下‘六

合彩’赔率高，玩法简单。”辽中县公安局副局长卢宝林说

。卢同时兼任当地“六合彩”专项治理小组组长，“‘六合

彩’1∶40的赔率对那些梦想一夜暴富的人来说，极具诱惑力



。按‘1 O元一注’来算，如果中奖，庄家将赔付400元，即

使输，彩民才损失区区1 O元n” 某县民政局福利彩票科李主

任分析，福彩、体彩相比“六合彩”，奖金差距大、中奖率

低，头等奖500万，二等奖却只有几千元，缺乏吸引力。再说

，福彩、体彩玩法比较复杂，“那个双色球．我到现在都没

搞明白，更不用说普通老百姓了”。 “从49个号码中任选一

个或者几个，再打一个电话去下单就可以”。“六合彩”上

至80岁老人，下至7岁幼童都能玩，“平常拿五毛、一块的零

花钱来投一注，考验自己的运气”。而且．在农村熟人社会

里，彩民和收码、写单员都是党朋乡亲，一般的小注，不用

担心出现信任危机、输了耍赖。 (3)抛开“六合彩”赌博，私

彩敛钱的违法性不说。从形式上看，国家发行福彩与私彩相

比，缺乏趣味性，且返还率低，难以吸引彩民。另外，国家

发行的“私彩”与“福利彩票”一般只把发售点设到小城镇

，而忽略农村地区，也给地下六合彩留下较大空间，合法彩

票的市场竞争力有待提高，目前我国体彩，福彩品种，游戏

规则，宣传力度方面还有待于进一步改进，国有彩票的公益

性宣传不够深入。群众对国家发行彩票的公益性感受不充分

。我国发行彩票已有18年。仍没有规范彩票活动的专门法律

法规，彩票发行和管理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容易使人把彩

票与赌博相混淆，执法部门对变相发行彩票行为难以界定，

对非法彩票的处罚缺乏准确有效的法律依据。 “很多人把六

合彩当成了致富手段，”某镇农村信用社马主任分析，在农

村，除了扩大农业再生产，农民几乎没有其他投资渠道。股

票门槛太高，做生意无大的本金，地下“六合彩”的适时出

现，一定程度满足了农民的“投资需求”。 事实上，地下“



六合彩”还成了文化生活相对单调的农村为数不多的“娱乐

节目99。 地下“六合彩”的专家、彩民们在共同营造一种文

化他们通过电视、网络、手机、私印小报等介质。 (4)受灾严

重的广东很早就展开了对地下“六合彩”的打击。公安机关

展开“声势浩大”的打击“六合彩”赌博专项斗争，汕头和

湛江等地还成立“打彩专业队”。公安机关的打击和宣传，

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重灾区”面貌，但地下“六合彩”并

没有得到根治。网络和通讯等手段，使得“六合彩”更为隐

秘。本报记者在互联网上，能搜索到上万个自称香港“六合

彩”发行机构的下注网点。 有专家认为，屡禁不绝一定程度

与当地执法部门打击力度相关。“在六合彩泛滥的地方．基

层干部甚至公安人员与庄家形成食物链”。《福建日报》也

曾刊载“权威访谈”称，“基层不重视造成打击难”。农村

的治安主要依靠派出所维持，抓赌可以提成，“抓一次就

罚3000元，显然，它会选择抓彩民而不是庄家，基层总要不

断创收，不会断绝自己的财路”。彭心安在调查中更发现，

有些基层干部和干警甚至直接插手“六合彩”，这在当地称

作“买好彩”∶他们事先向庄家打招呼，但“号码随便挑”

奖金由当日庄家的盈利情况而不是猜码所决定。 北京大学彩

票所执行所长王薛红坚持一个观点自1987年发行彩票以来，

中国事实上已经开放了博彩业。许多国家开放博彩的理由都

是为了打击私彩。 地下“六合彩”产生的十多年，公安机关

从未放松过对其的严打政策，但效果如何呢?2005年，广东省

抓获∶“香港六合彩公司网站、六合彩网站”赌博的庄家，

赌头4413名，其中送劳教的578名，判刑役仅28名，仅分别占

执法人员的13．1％和o．63％的比例，警察是无奈的，我国



现行的相关法规无法有效的处理类似“香港六合彩公司的网

站、六合彩网站”此类的犯罪案件。 有人提出疑问∶“是不

是到了该考虑其他政策的时候了?” 有人提供政府三种选择的

可能性∶一是继续强化打击；二是尽可能满足需求，以其人

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把私彩纳入合法渠道，一方面增加政府

收入，另一方面缩小私彩空间；三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中间路

线。 专家一致认为，应该尽快普及彩民的基本彩票常识。“

彩票是没有规律的，如果真有规律．能算出来，那么说明这

个游戏的设计太差了。”《天线100test》当初在央视热播时

，湖南桃江县农民并不怎么喜欢看。但因为地下六合彩流行

，它的收视率一下猛升。很多码民(地下六合彩购买者)认为

，《天线100test》是香港方面制作好专程送到央视播放，是

在向码民透码(暗示特码)n于是，码民们在观看时非常仔细，

看后还要交换心得。 农民有增加收入的强烈冲动，换句话说

，希望改善生存与发展条件正是农民纷纷购买六合彩的最直

接原因。对于长期处于“温饱有余，小康不足”状态下的农

民来说，买码活动中1赔40的高额回报绝对是一个巨大诱惑。

一方面，现代以大量消费资料为基础的生活方式不断在农民

面前晃来晃去，农民被时尚潮流所刺激起来的消费欲望越来

越强烈；另一方面，由于增收难度大，农民很难具备实现这

种消费欲望的物质手段，城乡生活质量的巨大差距，使得潜

藏于农民内心的“暴富”冲动愈加强烈。地下六合彩的出现

，正好带给农民一种“暴富”幻觉。不劳动不流汗，花l元钱

买中一个特码就能净赚39块钱，当第一个敢于“吃螃蟹”的

农民尝到甜头之后，其他人便趋之若鹜。另一个重要因素是

农村精神文化生活贫乏，地下六合彩在极度刺激农民暴富欲



望的同时，也像传销一样，从精神上牢牢控制农村码民。 材

料三∶ 近年来，随着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地方农民自

办文化应运而生，而“潜力巨大”的农村文化市场令其一开

始就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 山西农民自办文化组织大都以

“自我投资、自愿组合、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方式组合

，因而具有框框少、包袱轻、成本低、渠道广的特点，面对

现实能够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市场适应能力很强。据记者了

解，在山西农村，农民文化需求非常旺盛。吕梁市临县每年

仅固定的戏剧演出台口就有近1000个，按每个台口7场戏计算

，就是7000场戏。山西省近8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许多地

方即便是普及率较高的电视，最多也只能收到5-6个台，而这

些地方往往又是国办文化很难触及的地方，农民自办文化正

好填补了这一空白。 山西省的农村个体电影放映队，紧盯市

场做文章，哪里需要到哪里，放映费视情况最少50元，最多

不超过lOO元，取得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57岁的刘传

斌是阳城县电影公司下岗职工，1996年，他成立了家庭个体

电影放映队。十年来，他的脚步踏遍了阳城县的山山水水，

进学校，住农家，上矿山，下军营，共放映电影3500余场，

观看电影的人达100余万人次，收入40余万元。 在山西省某县

，八音会演出队和铜乐器生产已成为增加当地农民收入的重

要文化产业∶这个县有100多支八音会演出队，2000多人参与

其中。在被誉为“北方铜乐器生产之乡”的长子县南漳镇西

南呈村，记者看到，靠演出队的拉动，全村有20余家作坊生

产铜乐器，其中，生产铜锣30多种，钗40多种，鼓60多种。 

民族艺术品挖掘、整理、创新，进而形成产品进入市场，这

中间有很大潜力可挖，河曲县二人台是山西数十个地方小剧



种之一。多少年来，河曲县只有县剧团一枝独秀，一直是“

政府出钱办、群众围着看”，结果是越包办文化套路越单调

，路子越来越窄。从1994年起，河曲县把二人台当作产业来

开发。目前该县以家庭为单位组成的二人台剧团发展到了20

多个，从业人员500多人。因为有着晋、陕、蒙广泛的群众基

础，这些家庭剧团如山花烂漫遍地开放，在短时间内就激活

了河曲二人台的创作和演出，由于这些家庭剧团演出费用实

惠，又能吸引观众，所以在河曲县以及周边省区，在普通家

庭婚礼上、商场开业典礼上，都充满了河曲二人台悠长高亢

的山曲和风趣幽默的对白。这些家庭剧团农忙时种地，农闲

时唱戏，每年演出5000多场次，人均收入3000多元，成为当

地农民一项致富产业。 "#F2F7FB">转贴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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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