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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6/2021_2022__E5_85_AC_

E5_8A_A1_E5_91_98_E8_c26_646030.htm 一、注意事项 1.本次

申论考试是对应考者阅读理解能力、综合分析能力、提出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常用公文的写作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的综

合测试。 2.作答参考时限：150分钟，其中阅读资料40分钟，

作答110分钟。 3.申论各题均在答题卡上规定位置作答，准考

证号须用2B铅笔填涂，答题须用蓝、黑色墨水笔(圆珠笔)作

答，在作答时，不得使用本人姓名，答题中凡出现本人姓名

者作违纪处理。 二、仔细阅读给定资料，按照如下的“申论

要求”依次作答 1.根据给定资料反映的我国城乡居民养老情

况，对我国城乡居民养老问题现状进行概括。 要求：全面、

有条理、有层次，字数不超过300字。(20分) 2.材料10中谈到

了国务院决定实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试点，请联系农

村实际，谈谈如何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农村保障体系？ 要求

：准确全面，条理清晰，具有针对性可行性，字数在350字以

内。（30分） 3.仔细阅读给定资料，结合社会生活实际，自

拟题目，写一篇1000字左右的文章。 要求：观点明确、结构

清楚、语言流畅。(50分) 三、给定资料 1.据调查，目前中

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为1.4亿，其中80岁以上的高龄老年人

口为1300万。专家预测，到2020年，中国的老年人口将达

到2.48亿，8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3067万人，占老年人口

的12.37％；到2051年老年人口将达4.37亿，占到当时总人口

的31％。也就是说，到2051年，我国3个人中就有一个是老年

人。另有调查显示，中国约有1000万名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



需要照顾，而城市老人中，98％依靠自我养老，城镇单身老

人户和老年夫妇户略高于乡村。“老有所养”正成为全社会

关注的焦点。 据统计，1980年我国在职职工与退休人员的供

养比是13∶1，1990年为10∶1，到2003年，这个比例已经锐减

到3∶1。此外，每年新增退休人员300多万人，如果现行政策

不变，社会统筹养老金收支均衡赤字将在2016年后凸显出来

。要应对2030年的人口老龄化高峰的资金压力，战略储备资

金至少要达到25000亿元。社保基金需要我国财政在未来20年

内，年均向其拨付1000亿元左右的资金。 据卫生部统计，60

岁以上老年人的慢性病患病率是全部人口患病率的3.2倍，伤

残率是全部人口伤残率的3.6倍。老年人消耗的卫生资源是全

部人口平均消耗卫生资源的1.9倍。 据调查，60岁以上老年人

口余寿中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处于带病生存，需要不同程度的

照料；5％的老年人有入住养老机构的愿望。 2.35岁的小张和

妻子都是北京市的公务员，现在他们最担心就是家里的四位

老人。小张的家庭是当下最典型的“421”模式家庭：一个孩

子、夫妇两人、上面要赡养四位父母长辈。 小张的父母在北

京，妻子的父母在安徽老家，就连在哪里过春节这样的“小

问题”，都会成为夫妇每年争论的话题。更让小张忧心的是

四位老人的身体，万一有个头疼脑热，抛开经济压力不说，

工作缠身、分身乏术，对老人实在难以照顾周全。 小张夫妇

的情况具有代表性。在我国城镇，“421”、“422”这种倒

金字塔结构，再加上住房、医疗、教育的“新三座大山”，

令不少现在的中青年人感觉到不小的负担。 3.按联合国传统

标准，一个地区60岁以上老人达到总人口的10%，新标准是65

岁老人占总人口的7%，则该地区视为进入老龄化社会。我国



最新的统计公报显示，2008年末，我国人口总数为132802万人

，而60岁及以上占12%，其中65岁以上占8.3%。根据联合国的

统计，到2050年，中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将占总人口的四分

之一。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穆光宗教授说，和发达国家比较

，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的确有自己的形成规律：一方面是严格

的人口控制导致了独子老龄化现象的出现，人口年龄金字塔

倒置。 另一方面，我国出现的人口老龄化是在经济社会现代

化程度不高的程度出现的，不像西方社会是现代化的自然历

史产物。那些发达国家，大多在人均GDP5000至10000美元的

时候进入老龄化社会，而中国进入老龄化的时候，人均GDP

刚过1000美元。 但他强调：“无论是人口老龄化还是经济社

会现代化都是动态的过程，而且相对独立，所以也要看到‘

边富边老’的变化趋势，老年人口应该共享社会发展成果。

” 4.一个女孩呆呆地坐在楼下的石凳上，端着警察递过来的

盒饭，一个好心的大爷教她拧开矿泉水瓶。以前都是父亲帮

她，但现在她的父亲去世了。2009年8月15日上午，警方在海

珠区江南大道翠怡小区发现了一名男性死者，尸体停放在家

中几天了，在小区楼下就可闻到刺鼻的臭味。死者生前与女

儿相依为命，女儿先天智力发育不全，她没有意识到父亲的

死，没有报警。 死去的老人住在翠怡二街一栋居民楼里。邻

居介绍，房子是万宝公司的宿舍，老人是公司的老员工。老

伴不在了，老人与智力发育不全的女儿相依为命。三四天前

，邻居闻到了刺鼻的臭味。8月14日上午，有街坊报警，警方

赶到时，发现老人已经死在家中几天了。 记者见到，女孩短

发，穿着白色无袖上衣、粉红色九分裤，很瘦小，很白净，

看上去像个初中生。邻居说，其实女孩已经20多岁了，但患



有先天疾病，发育不良。女孩不常外出，父亲以前请过一个

保姆专门照顾她。 天气炎热，警察用湿毛巾捂着鼻子，一些

居民匆匆从楼下走过。女孩呆呆地坐在楼下的石凳上，似乎

没有感觉到空气里混杂的异味，专心吃盒饭。 围观的街坊都

为这个孤女的以后担心。下午1点，海珠区政府的车到了，几

个人搀着虚弱的女孩上了车。住在女孩隔壁的阿姨希望，女

孩以后可以好好生活。 海珠区这位老人生前都有退休金。但

老伴去世后，没有子女或子女没有赡养能力，让孤独成为老

人最大的敌人。广州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随着养老保险

制度的完善，大多数老人都可以衣食无忧。但物质上的满足

并不意味着老人能安享晚年，社会应该重视老年人的精神需

要。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认为:照顾老年

人应该双管齐下。一方面，应该推广以社区服务为基础的居

家养老模式。社区定期派人到老人家中探访，定期请老人外

出参加集体活动。 民政部门可以出资给社区内老人家中安装

无线呼叫器，让他们可以享受医疗急救、送餐送水送气等服

务。 另一方面，应该完善机构养老。那些生活不能自理的老

人应该住进养老院，享受系统全面的照顾。养老院也应该试

行“临终关怀”等先进理念，优化自身服务，争取让老人们

幸福地走完一生。 5.近年来，随着老年人口不断增多，铁岭

的老龄化社会逐步形成。其中，铁岭城镇户口中的“三无”

老人就有707人。而同时，随着“四老二中一小”式的家庭越

来越多地出现，像过去那种由多子女家庭共同照顾老人的情

况变得越来越少了，在养老途径上，除社会福利院、家庭保

姆等养老途径外，居家养老作为一种新兴的社会化养老方式

悄然来到我们身边。 居家养老服务，是指以家庭为核心、以



社区为依托、以专业化服务为依靠，为居住在家的老年人提

供以解决日常生活困难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化服务。可以说，

居家养老就是社区中的“家庭养老院”。 铁岭市民政局社会

福利与社会事务科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居家养老一般由

民政部门牵头，通过街道安排社区内的大龄下岗职工以“家

庭养护员”的身份实现再就业，进入生活有困难的孤老家庭

，照顾老人的日常生活起居。 它一方面属于政府出资购买服

务赡养老人，使老人不用离开家庭环境就能受到照顾，同时

可以保证服务质量，防止纠纷。 另一方面也是在提供公益性

岗位，为社会解决就业问题。它最大的特点是解决了目前社

会养老机构不足的困难，将大龄下岗职工和缺乏生活照顾、

需要居家看护的孤老这两个困难群体的需要相结合的一举两

得的工作，如果把居家养老单纯理解为是政府提供的免费服

务那是不正确的。 7.今年76岁的老陈家住青海省民和回族土

族自治县川口镇，虽然老伴早逝，但因为有4个儿子，曾经还

是村里同龄人羡慕的对象：“有福啊，这么多儿子，老了就

不用愁了。”可是随着儿子们一个个自立门户，自己的身体

也是一天不如一天，老陈的苦水和泪水只有往自己肚子里咽

。老大说：“我家里困难，自己还有两个儿子要养，你去其

他兄弟家吧。”老二说：“我要去城里打工，在家没人照看

你，等挣钱了我给你寄点。”老三媳妇说：“这么多兄弟，

凭啥我家养？”老四说：“在我家住倒可以，但哥哥们要考

虑一下阿大的生活费每月给多少。” 老陈的凄凉晚景在青海

省农村并不是个例。 2008年11月，青海省老龄委有关人员前

往海东地区调研，所见所闻让省老龄委副主任张萍愕然：姑

娘在嫁入男方家之前，都要得到婚后不养老的口头承诺。脑



山里的尕娃娶个媳妇不容易，对于这样的要求，男方父母只

能点头，“只要自己干得动，他们不养就不养吧。”这是很

多老人无奈的选择。 湟中县多巴镇燕尔沟村的陈老汉带着4

岁的孙子和村中的老人聊天，正说话时调皮的孙子开始乱跑

，陈老汉只能吃力地跟在孙子的后面，一边追一边嘴里喊着

：“小心，再别跑。”陈老汉说：“我也干不动农活了，现

在儿子把我养上，我把孙子看上呗。” “养儿防老”是中国

人几千年来的传统思想。但是现在，在最固守传统的农村，

这种思想也开始逐渐瓦解。“农村中青年敬老教育的缺失，

使越来越多的农村老人晚年生活凄凉。”张萍说。 记者了解

到，青海省从前曾在农村试行“农村家庭赡养协议”，村里

和有老人的家庭签订老人的赡养协议，内容包括给老人提供

生活供养、医疗供养、精神慰藉，可推行了几年后成效不大

。 张萍说，签订协议时受到的阻力较大，而且在青海省农村

协议只签男不签女，女儿不养老使农村独女或双女户养老无

着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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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