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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7/2021_2022_2010_E5_B9_

B4_E5_8C_97_c26_647855.htm 城市乞讨者作为弱势群体的一

部分，是构建和谐社会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本篇为华图公

务员考试研究中心提供的针对2010年上半年北京市公务员考

试关于城市乞讨现象申论预测试卷及华图参考答案。 一、注

意事项 1.申论考试，是对分析驾驭材料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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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材

料40分钟，作答110分钟。 3.仔细阅读给定的材料，然后按申

论要求依次作答，答案书写在指定的位置。 二、资料 1.“我

不回去，打死我也不回去。”4月5日中午，北京街头，一名

双脚畸形腐烂、无法行动的少年坐在简易滑轮车上，正被一

对男女使劲拉扯，少年则大声哭嚷着不愿离开。 执勤民警立

即上前进行盘问。拉扯这名残疾少年的是一对夫妇，他们自

称是孩子的父母，但残疾少年却大声对民警喊道：“不，他

们是我的‘老板’，不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逼我要钱，我

不要跟他们走。” 随后，民警将这三人带回分局进行审查。

从少年随身携带的户口簿得知，这名残疾少年名叫小华(化

名)，今年13岁，是河南省商丘市睢县人。要带他走的这对夫

妇分别叫做宫××、王××，与小华是雇佣关系，他们出钱

把小华从其父母手中“租”过来，利用小华肢体残疾在大街

上乞讨要饭来牟取利益。 由于不堪忍受虐待，去年冬天，小

华偷偷跑了出来，跟一名叫大明(化名)的少年一起去了石家

庄，由于在那边被媒体关注，所以只好又回到北京，没想到

这次在街头被“老板”碰到了。 小华出生在河南睢县一个农



村家庭，天生双脚残疾，脊背又长了拳头大的一个肿瘤。“

我们家一共4个孩子，我是老三，除了我，他们都在上学，因

为那儿的所有学校都不收我。”小华回忆，自己8岁那年，宫

××夫妇突然来到村里，挨家打听村里哪家有残疾的孩子。

“那时我正在外面，他们一眼就看到了我，然后就找了我爸

妈，提出要把我租走。说是带我出去做生意，实际就是让我

出去乞讨。后来爸妈就让我跟他们走了，第一年的时候他们

给了我爸妈4000块钱，以后几年，每年都给我家6000元。” 

在这5年中，“老板”夫妇带着小华到过重庆、杭州、武汉和

天津等地乞讨，来北京乞讨也已两年。小华说，这几年他过

得实在艰难，一天只能吃一顿饭，每天老板把他放在一个地

方，他就在这个地方乞讨。一天收入多则两三百元，少则几

十元，到了晚上老板把他乞讨要来的钱收走，带他回家。如

果没有要到那么多的钱，回到家中就会挨打。 因难以忍受虐

待，小华曾逃跑过好几次，但每次都被老板找了回来，回来

后就是一顿拳打脚踢。 除了小华，他们还租借了和小华一样

有残疾的五六个孩子，他们每个人都挨过打。轻的时候被打

几个嘴巴，重的时候就用铁锁链子抽，还有一次，小华的耳

朵被他们用钢针扎穿了。 “每天讨来的钱全都要交给他们，

我还得脱光衣服给他们看我确实把钱都交了。”小华说。由

于身体有残疾，这些孩子都跑不远，他们中的很多人都跑过

，但又被抓了回来，“然后就被打得更厉害了。”小华第一

次逃跑是在天津，“后来我被那里的记者发现，我的事被登

在了报纸上，他俩立刻就找到了我。” 小华说，如果没有“

老板”夫妇的控制，他还是比较喜欢乞讨的，因为比较自由

。“每天讨的钱就可以自己支配，不用上交，自己想买什么



东西吃就买了。”小华充满向往地说。当民警表示要送小华

去救助站时，这位残疾少年却表示出十分的不情愿。 2.近日

的一天早晨刚过7点，就有一位年老的乞讨者背着个布包，来

到过街天桥上蹲着要钱。早上比较冷，他穿得很厚，头上戴

着帽子。 记者发现，从早上7点到8点左右，总共有15个人给

他钱。加起来总共有10块钱左右。这位乞丐说，他以前也是

比较晚才出来讨的。但是有一次早上他醒得比较早，反正睡

不着，索性就出来要饭了。就是那一次，他发现早上七八点

的时候街上给钱的人比较多，因为很多人在等公交车上班，

都会准备零钱，而他就在公交车站附近的过街天桥上要钱。

8点半左右，他从布包里掏出头天一个路人给的半包饼干吃了

起来。他说自己是河南人，今年53岁，目前跟老伴住在地下

通道里。他老伴也在乞讨。说起为什么要出来要钱时，他很

激动地竖起4个手指说：“4个儿子，没有一个有出息。儿子

都结婚了，我和小儿子住，但是小儿子的媳妇把我们赶出来

啦。” 14时许，过街天桥上开始有人摆地摊，他只好走到天

桥两边的楼梯上坐着。据记者目测，他们俩今天总共要到了

三四十块钱。 3.某日上午10时许，一名4岁女童站在八角地铁

西北出口，伸手乞讨，喊着“叔叔、阿姨可怜可怜我吧”!她

的背后跪着一位“老太太”，佝偻着背，头埋得很低，包着

头巾。据城管队员介绍，当时孩子向过往的行人说，她家是

河南的，她和奶奶两个人流落在北京，没有其他亲人只能以

乞讨为生。过往行人不时地朝地面搁置的乞讨罐内扔着零钱

。 队员们发现两人后上前询问她们是否需要去救助站。谁知

“奶奶”却用衣服紧紧裹着自己的头，怎么也不肯抬起脸，

更不肯说话。队员上前准备去扶“奶奶”起来，可这时“奶



奶”见势不妙，突然站了起来，撒腿想跑。吃惊的队员顿时

愣住，然后上前去追，终于把“奶奶”拦了下来。 原来这名

“奶奶”其实是孩子的妈妈，今年28岁，姓齐，家住河南洛

阳，来北京2年以乞讨为生。真相大白后，女子解开包得严严

实实的头巾，又撕下脸上的“皱纹”，露出年轻妇女的真容

。 女子说，为了引起人们的同情，讨要更多的钱，她每天装

扮成孩子的奶奶，穿成老年人的模样，包住自己乌黑的头发

，还用薄膜把脸上贴出皱纹。为了不露出破绽，还故意一直

低着头不说话。城管队员教育了齐某不能用欺骗的方法乞讨

，母女俩拒绝了救助后离去。 4.日前，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

院完成的一项社会调查报告显示，广州流浪乞讨者超过95%

属于“职业乞讨”。专家建议，对那些确属家庭困难和社会

保障无法解决生存问题的行乞者，有关部门可对其发放“行

乞信用证明”，以进行分类管理。 5.昨日，记者问东街口一

个乞丐：“有人管你们吗?”他回答：“没有，警察和城管在

面前也不会管，刚才我坐在下面，一个交通协管员说下面是

主要干道，让我到天桥上面来。以前乞讨人员被收进收容遣

送站后，会被送往原籍，现在都不会了。” 目前，究竟什么

部门可以对街头泛滥的乞讨人员进行有效管理?福州市城市管

理执法局市容处明确表示，他们目前并没有得到授权，无法

对乞丐进行管理。福州市市容管理委员会也同样表示：“在

管理城市乞丐方面，我们现在并没有什么有效手段。” 谈及

乞讨问题，福州火车站站前派出所所长也连称头疼：“我们

现在还没有行之有效的措施来管理这一特殊群体。这些人有

的纠集在一起，给社会治安造成隐患，有的强讨强要，引起

市民以及游客的极大反感，乞丐群的存在也影响了城市的形



象。有时候，为了安置他们，干警们不得不自己掏腰包。” 

省救助管理站站长卓伟煊表示，乞丐是一个社会问题，乞丐

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

员救助管理办法实施细则》中规定，救助管理必须是自愿的

，如果流浪乞讨人员不愿意接受救助，救助管理站无法强制

对其进行救助管理，如果受助人员自愿放弃救助离开救助站

，事先告知后，救助站也不得限制。 福州市民政局福利处工

作人员同样表示，在职能划分方面，乞丐的确是由民政局福

利处管理，救助管理站具体实施。以前的模式是公安收，收

容(遣送站)留，现在救助管理站只能作为救助方，如果乞丐

不愿意接受救助，也就意味着乞丐管理处于一种真空状态。

6.家住鼓楼的林先生表示，应该对符合救助条件的救助对象

加大宣传，引导其前往救助站救助归乡。省直机关的李先生

等人提出，街头的流浪者应该分门别类对待，对于6～14岁流

浪乞讨儿童，将统一采取强制保护措施，送往救助站接受救

助，如有监护人，将通知其监护人领回孩子，找不到监护人

的，将由民政部门统一安置.对于患有精神、传染、伤残等疾

病并符合救助条件的流浪乞讨人员，已向市政府建议由卫生

部门主要负责，民政及公安等部门配合收治。 另有十几位市

民打进电话表示，应该设立禁讨区，如在重大政治、经济活

动场所，公安、省、市政府门前及形象工程、窗口地段设立

一些“禁讨区”，这样能基本保证整个的城市形象和人们的

正常工作、生活。 家住鼓楼的纪先生、陈女士甚至提出有关

部门应该给乞丐发证，进行教育后改变成“职业乞丐”，学

习外国的经验。 福建省社科院社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肖艳表

示，现在乞丐增多，与收容站变脸不无关系。肖艳认为，世



界各国都有乞丐的存在，作为一种选择，只要不是在恶意地

利用乞丐身份，政府也没有必要制止，但应逐步减少这种乞

讨人员，完善社会救助制度。她建议各地应该就地解决乞丐

问题，包括完善社会捐助机制，有关的组织应该加强宣传，

公布电话、地点，树立良好的组织形象。整个社会救助发达

后，人们的同情心通过这些渠道发挥，不会再给这些个体施

舍，没有了收入，乞丐自然会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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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