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1年公务员联考申论模拟试题及答案(1) PDF转换可能丢失

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9/2021_2022_2011_E5_B9_

B4_E5_85_AC_c26_649772.htm 一、注意事项 1.本试卷由给定

资料与作答要求两部分构成。考试时限为150分钟。其中，阅

读给定资料参考时限为40分钟，作答参考时限为110分钟。满

分100分。 2.请在答题卡上指定的位置填写自己的姓名、报考

部门、填涂准考证号。考生应在答题卡指定的位置作答，未

在指定位置作答的，不得分。 3.监考人员宣布考试结束时，

考生应该立即停止作答，将试卷、答题卡和草稿纸都留在桌

上，待监考人员允许离开后，方可离开。 二、给定资料 1.

2009年4月，****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先后

来到湖北省咸宁、赤壁等地，深入田间地头察看农业生产和

农田水利建设情况。回良玉指出，今年国家较大幅度地提高

了粮食最低收购价水平，一定要把支持粮食生产的政策宣传

好、落实好，鼓励和引导农民积极发展粮食生产，同时要积

极推进农业结构调整，搞活农产品流通，加强进出口调控，

扶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他强调，要不折不扣地落实

国家扶持政策，支持生猪、奶牛等产业发展，特别要注意加

强市场调控，防止价格过度下跌。要强化农产品质量安全，

科学宣传有关知识，正确引导消费，促进畜牧业稳定发展。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主任陈锡文表示，中国的农业要坚定不移地对外开放，

但是要有度，尤其是关系到一个产业的发展，关系到产业安

全问题时更应如此。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农业的对外开

放力度也在不断加大，这对中国的农业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



动作用。他指出，外资的进入，对中国的产业安全到底会有

一些什么影响，现在还不能说。他介绍，目前中国的农产品

进出口，主要是进口一些土地密集型农产品，这也相当于进

口土地和水，补充国内的不足，使得国内有更大的余地，而

出口的大部分都是劳动密集型的产品。陈锡文认为这种做法

应该长期坚持下去。陈锡文强调，农业对外开放不能改变，

但是当某些个别产品外资控制的比重过高的倾向显现出来时

，应该进入一个认真研究和应对这类问题的时候。但并不是

说要关上国门，不让人家来。 2. 2009年8月，简阳市坛罐乡南

堰村猪业合作社社长钟子敏卖出了50头肥猪，“售价是12元6

角钱1公斤，这个价比起一两个月前相当可以了，每头猪能赚

上200元”，他说。现在钟子敏还有60多头猪，他说今年大概

将出栏150头猪。“上半年卖了40多头，行情不好，很多散户

养猪都亏。我们合作社依靠川娇公司保护价收购，每头猪还

有几十元利润。现在行情好了，大家都松了口气，今年我养

猪的纯收入应有3万元以上。”老钟毫无保留地告诉记者。老

钟的儿子、媳妇却不想重复前辈的日子，双双到广东打工，

留下钟子敏与老伴在家守着3亩多土地。 “靠着合作社和资

阳‘六方合作’ 保险的方式，这几年养猪业大发展，我们也

不光靠土地挣钱了”，钟子敏说。2007年猪价发飙，老钟一

年下来的盈余在4万元以上。去年下半年起猪价持续低迷，但

老钟他们靠着合作社“还过得去”。现猪价回升，老钟他们

又乐了。改革开放30年，农民的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特别是

党的十六大以来，国家强农惠农政策力度明显加大，农民收

入增速连续五年保持在6%以上，成为农民增收最快的时期之

一。2003-2008年，五年间农民年人均纯收入增加了2139元，



年均增加427.8元。但农民增收的基础还比较脆弱，农业经营

收入受成本上升、效益下滑的影响，工资性收入受就业形势

严峻、就业制度不平等的制约，财产性收入还缺乏有力的法

律保障，稳定增收的长效机制并没有建立。2009年上半年，

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2733元，实际增长8.1%，增速较去年

同期下滑2.2个百分点。 1998年以来，农民收入增幅连续低于

城镇居民收入增幅，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逐年扩大的趋势

。2008年，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额首次突破万元大关，达

到11020元，城乡居民收入比达到3.31∶1，远远超过1983年我

国城乡居民收入1.70∶1的历史最低点。如果考虑农村居民可

支配的货币收入和城镇居民所享受的福利补贴，城乡居民收

入差距更大。 3. 家住蕉城区三都镇的陈以新在没有参加就业

培训前，靠四处打工谋生。“有时一个月领1000元，有时500

元，生活过得很不稳定。现在在公司上班，每个月的收入都

比较稳定，生活也越过越好了。”陈以新介绍说，1997年，

他得知劳动部门将举办免费电焊工培训，抱着试试看的态度

，报名参加了培训班。正所谓“一技在手，就业不愁”。培

训结束后，陈以新和另外2名学员顺利进入了闽东宏宇冶金备

件有限公司，而这一干就是十多年。陈以新的就业顺应了我

国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大趋势。改革开放以前，绝大

多数的农村劳动力都集中在农业生产中，只有极少数的劳动

力在乡镇企业从事简单的生产工作。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以后，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的劳动力，终结了过去集体出工

、挣工分的劳动制度，农村劳动力自由支配的时间增多。在

改革开放初期随着农村政策的放宽，少部分农民开始利用农

闲时间从事一些小商业和以家庭作坊为基础的简单农产品加



工和服务行业。20世纪90年代初期，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一

部分剩余劳动力以“离土不离乡”的形式在本地乡镇企业务

工，这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最初形式。20世纪90年代中

后期开始，由于市场经济的确立和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

彻底打破了区域和行业之间的限制，农民种地、工人做工的

观念被打破，广大农民纷纷离开祖祖辈辈劳作的那块土地，

走上进城务工的道路。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农村

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趋势日益明显。 4. 9月10日，记者来到哈尔

滨市哈达果菜批发市场时，正值进菜、批菜的高峰期，市场

院内聚集了很多来自省内外的运输果菜车辆。记者以单位职

工食堂购买蔬菜为由，与菜商们聊了起来。批发黄瓜的当地

农民张师傅告诉记者，他所销售的菜都是自家大棚产的，吃

着肯定安全。而记者表示想看一下产地证明和农产品质量检

测证明时，张师傅说：“你在这里挨家问问，谁都没有那玩

意儿。”而另一位蔬菜经纪人的回答更是令人惊讶：“啥是

检测证明?从来没听说过，整个哈达的批发商都没有啊!”随后

，记者又询问了多家外地来哈的果蔬批发商，他们都不能出

据相应的证明。哈市平房区周家镇的一个卖冬瓜的男子告诉

记者，他每年夏季都来哈达卖菜，但哈达从来不要产地证明

和农产品质量检测证明。哈达只按照车辆大小、占地大小收

取不等的“进场费”，他那辆农用小卡车只需要交100元钱，

就可以随便卖。据了解，哈达果菜批发市场于2005年成立了

无公害蔬菜质量检测中心，主要对进场的果品、蔬菜、水产

品等三大类产品进行质量安全检测。该中心一位负责人告诉

记者，2007年3月1日以来，哈达主要依据《关于黑龙江省实

施主要农产品市场准入制度的通告》对蔬菜安全进行管理。



根据要求，哈达在市场门口设置结算中心，进入哈达的外埠

和本地运送蔬菜的车辆，要向设在大门口的结算中心出具“

产地证明”和国家认可的检测架构出具的“农产品质量安全

检验检测报告单”，“每到一车必索证”。平时该中心会通

过随机抽检、定期抽检、例行抽检三种形式对蔬菜进行检查

。同时，该负责人表示，虽然哈达的目标是争取做到“每到

一车必检”，但就目前情况来讲，很难做到的。因为，由于

资金投入有限，目前，检测中心只有4名工作人员、2台检测

设备，而哈达批发市场每天的进货量100多吨，根本忙不过来

，因而现阶段检测率不到40%。而当记者问及，近年来，有

多少蔬菜因为检测不合格而被退市时，该负责人称，没有超

标的肯定是不可能的，但这些数据不方便对外公开。随后，

记者来到哈达蔬菜市场门口的结算中心观察，进入该市场内

的车辆，仅是缴纳一定的进场费，就可以在市场内销售。监

测中心负责人提及的“每到一车必索证”显然无法做到。哈

达果菜批发市场是黑龙江省目前最大的农产品集散中心，其

中果品、蔬菜市场占有率达到98%以上，可以说这里就是哈

市蔬菜安全的最核心处、最险要处。然而，哈达果菜批发市

场在蔬菜安全把关方面暴露出来的问题，令人担忧。针对哈

达果菜批发市场对于“两证”疏于管理和农产品检测率低的

问题，哈市农委农产品质量安全监察大队相关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目前，哈市对于农产品的监管主要遵循《中华人民共

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和《哈尔滨市蔬菜质量安全管理暂

行办法》等相关的法律法规，而在这些法律法规中，对于没

有严格执行“两证”规定的企业，并没有相关处罚措施。

2007年9月，农业部副部长高鸿宾在新闻发布会表示，农业部



牵头成立了有8个部门参加的农产品专项整治组，同时农业部

成立了由孙政才部长担任组长的农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整治领

导小组，专门负责统筹协调农产品专项整治工作，统一部署

各项重大活动。农业部并明确了四个目标、三个重点和六项

行动，提出了12个100%具体工作指标、20个阶段性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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