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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6/2021_2022__E5_B7_A7_

E7_94_A8_E3_80_8A_E7_c26_646192.htm 《理论热点面对

面2009》是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以及胡

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一步统

一思想、凝聚力量，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由中共中央宣传

部理论局负责组织理论专家学者和有关实际工作部门的同志

共同撰写的一本权威性通俗理论读物，本书紧密联系国际国

内形势的新变化，对广大干部群众普遍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

，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作出了深入浅出、有说服力的回答

。它立足国庆60周年和改革开放30周年两条线索为主轴，从

如何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怎么看在全党开展深

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起步，展开对当前我国社会经济

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社会理论热点难点问题的分析和解读，是

报考我国政府公务员的考生所必备的理论法宝，其中很多重

大理点热点问题，诸如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为何定位为

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如何看待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

转问题，为何越是思想多元化越要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如何理解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怎么看网络反低俗行动

，为什么要努力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和各民族团结，如何缓解

当前高校毕业生就业难问题，如何促进返乡农民工实现就业

，如何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如何看待深

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为何要高度重视食品安全问题，如何

理解“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等问题，对考生应对申论



考试无疑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 但是，《理论热点面对

面2009》并非应对申论考试的专业理论指导书籍，考生在申

论复习训练过程中，须结合公务员申论考试的特定要求和申

论考试通常所涉及的重大社会现实问题，有策略，有重点，

有针对性地利用《理论热点面对面2009》来开展复习，作理

论的积累以及重要热点难点问题的关注和思考。《理论热点

面对面2009》并不能覆盖公务员申论考试热点的全部，考生

应有选择地展开阅读，阅读积累中要讲究策略，重点关注某

一个重大社会热点问题的产生，影响，原因，对策思路以及

理论评述性的文字内容，像2010年国家公务员申论考试及各

省地方公务员申论考试很可能会出现的重大社会热点主题，

比如节能降耗节能减排、发展循环经济、应对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城市拆迁问题引发的社会矛盾、政府信息公开与服务

型政府建设、抗震救灾中的民族精神、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建

设、我国城市化进程带来的主要问题、人口老龄问题、经济

快速发展与保民生、保稳定的关系等，并未出现在《理论热

点面对面2009》当中，考生在利用这本通俗理论读物开展复

习申论的实际过程中，一定要有意识、有针对性地进行申论

主题热点范围的扩展，同时要根据申论持点和要求有策略地

加以利用本书。 那么，报考公务员的考生在复习备考申论过

程中，到底应该如何科学地利用《理论热点面对面2009》这

体通俗读物来应对申论考试呢？华图公务员考试研究中心金

波老师提出如下几点建议供考生参考，并结合两个理论热点

问题举例说明利用本书复习备考申论的策略方法。 第一、根

据申论考试的持点，有选择、有重点、有针对性地展开阅读

和领会 在众多的理论热点中有些理论热点，肯定不会在公务



员申论考试中出现，比如第9章如何看待民主社会主义，第10

章为什么不能把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说成是“普适价值

”。其中也有些理论点，不太可能出现在公务员申论考试中

，比如第2章如何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第8章如

何理解“中国式民主”。其中这样一些理论热点，是值得考

生重点关注和领会的，比如第1章如何从新中国辉煌的60年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因为今年是持殊的一年，改

革开放30年和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两大主题交织的一年，2009

年中央机关公务申论考题的主题，考的就是改革开放30年，

中国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当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的

结构性问题；那么2010年中央机关及地方公务员考试会不会

出现与新中国成立60周年相关的主题呢，如果出现，也最容

易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来切入。第5章和第6章可

以结合起来当作一个主题来切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定

位为“三保”即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所体现的宏观思

路就是科学发展。最值得考关注的是第7章、第11章、第12章

、第13章、第17章、第19章以及第21章的内容，其中第13章怎

么看网络反低俗行动，第19章“三鹿事件”的警示（为何要

高度重视食品安全问题）、第12章如何理解提高国家文化软

实力以及第21章为何提出“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引起

广泛共鸣，无疑应引起考生高度重视，并开展精细化阅读和

领会。 第二、根据申论命题的持点和规律，有策略地开展重

点阅读、提炼和积累，为应对申论作答的基本问题展开训练 

公务员考试申论题型不论怎样变，都逃不出基本原始题型的

制约和限制，因此，考生每面对其中一个重大申论考试热点

问题时，都应抓住问题本身，状况 影响，紧迫性和原因，对



策思路和中心论点论据等关键线索开展积累训练和复习，因

为申论主题不论怎样变化，材料信息都始终如一地紧密围绕

上述关键线索展开，变不出什么新花样，也翻不出什么新招

式来，理由就在于申论测试考生的四大基本能力类型，几乎

是固定而流于规范的。那就是，公务员考试申论考试重点测

考察考生四种基本能力阅读理解能力、综合归纳分析能力、

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以及文字表达能力。公务员考试申

论考试对四种基本能力的测试，就决定了作答要求的具体题

型，翻不出什么新花样来，难逃申论题型的三大家族题型的

限制和范围，纵观中央机关公务员考试以及地方公务员考试

，其申论题型概莫能外，都遵循着三大家族题型的支配和主

宰。 第三、围绕“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

充分利用《理论热点面对面2009》 针对一个重大申论热点问

题展开复习时，应利用《理论热点面对面2009》细心收集和

提炼出针对申论考试热点的中心论点论据，围绕“提出问题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有意识地作些文字表达方

面的合成、归纳、写作的训练。书中材料所提出的极为重要

、带有结论性的语句和观点，要重点收集和整理，避免临场

发挥时挤牙膏或提炼不出规范贴切、经典权威的结论和论点

来。阅读本书时，一定要先做有心人，用申论的眼光和要求

去审视本书中的重点材料和表述，用申论的规范语言归纳原

因，提炼对策思路以及针对该问题展开论述和写作的思维角

度，是复习阅读时要把握住的着力点。多作写作思路的设计

和训练，是申论写作成功的致胜法宝。只要写作思路开阔，

论点论据信手拈来，不愁写不出好的申论文章。要仔细研读

经典段落，看别人是从哪些角度切入并展开的，论点的分层



和确立正是以切入点为根据的，因此要细心留意别人从哪些

方面来设计、提出、设置论点论据的。申论复习一旦得法，

找到突破口，申论成绩可在短期内提高1015分都是完全可能

的，这正是考生在应对申论这种主观试题所具有的潜能和优

势。本文来源:百考试题网 第四、阅读《理论热点面对面2009

》时，要认真领会党和政府最近最新提出的基本国策和政策

方针 由于近几年公务员申论考试开始转向当前重大社会现实

问题背后的基本国策、大政方针的测试，要求考生在领会中

央精神、基本国策、大政方针基础上来应对现实社会问题，

展示自己的政策水平和理论水平，因此，考生在阅读《理论

热点面对面2009》一书时，要认真领会党和政府最近最新提

出的基本国策和政策方针，尤其是一些重要观点和最新提法

，往往隐藏着重要的宏观思路和视角，需要考生细心体味和

理解，比如该书中第59页所提出的“为什么既要保增长又要

保民生、保稳定？”，关于三者关系的辩证论述，十分重要

而精彩，也传达出中央决策和宏观调控的重大思路，社会经

济发展中一切调控思路，都要服从这一宏观思路，值得考生

细细琢磨和品味。2010年中央机关公务员申论命题思路，一

定会从某一个角度或重大社会现实问题切入到中央决策的主

轴即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宏观思路上来，这一定是考

生关注的重中之重、热中之热。具体哪些问题与保增长有关

、哪些问题与保民生有关、哪些问题与保稳定有关，尤其值

得考生细心体会领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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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