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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无论是国家公务员考试还是地方公务员考试，其申论试卷都要遵循一定的命题原则和思路，或者
说具备一定的命题规律，而考生要想把握考试的命题趋势、试题设置、答题思路，认真揣摩中央以及
地方公务员考试的历年真题是必不可少的，甚至是至关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真题具有科学性、权威性
和针对性。　　因此，高质量且有针对性的公务员辅导用书对广大考生来说就显得至关重要。而综观
目前的公务员录用考试用书，特别是历年真题，低水平复制的现象较为严重，对公务员考试缺乏系统
的分析和理论总结，难于有效地帮助考生提高复习成绩。　　经过十年公考，国家及各省市都积累下
来了众多的真题。面对数量庞大的历年真题，如何科学地进行取舍，如何从专业研究的高度精深地讲
解，成为本教材编写的主旨。　　为此，我们首选了七套山东省近年来公务员录用考试的申论真题，
作为广大考生学习、研究和提高能力的复习资料，并对其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解析，指导考生把握山东
省申论考试的命题规律和出题思路。其次，我们精选了历年中央真题及地方各省公务员考试申论的真
题，并进行了合理编排。鉴于考生易得到真题，而缺乏对真题把握的情况，本书重在对真题的试卷内
容、试题设置和作答技巧进行分析和指导。分析，指的是对试卷作全面系统的点评，同时分析以往考
生的得分经验、失分教训；指导，指的是从真题里面挖掘一些作答的方法、技巧，使考生通过真题练
习起到举一反三的作用。　　本书具有如下突出的特色：　　第一，时效性强，考点全面，题型多样
，难度相当。　　由于申论考试内容与时代发展密切相关，因此我们在选择真题时的首要标准是“时
效性”，以便考生熟悉当前的大政方针和焦点、热点问题。三十三套真题基本涵盖了十七大以来国家
方针政策的各个层面，并且在题型上尽可能多样化，以便考生见识申论考试的各种题型，把握热门题
型和最新题型。因为只有把握好了申论题型，才能从中找到适合自己的答题策略，才能在实战中随机
应变，取得理想的、稳定的成绩。另外，在难度上，所选真题均与山东省申论考试难度相当，适合作
为山东省公务员考试考前仿真模拟训练。　　第二，针对性强，选题精当，注重方法，科学实用。　
　除了山东省的历年真题，本书选择的中央及其他地方省市公务员考试的试题，无论是给定材料，还
是题型设计，都和山东省公考申论有异曲同工之妙。山东省申论考试历来有紧随国家公务员考试命题
思路的趋势，因此研究近几年来国家公务员申论的考题也是备考山东省公务员考试必不可少的一环。
而我们选择的其他一些省市的真题，其总体命题方向和山东省申论考试有很多相似之处，例如强调材
料的以小见大、注重方针政策的落实实效、出题形式不拘一格等。这些真题对于广大考生掌握山东省
公务员考试的基本题型、难易程度和答题方法有促进作用，有助于考生进一步加深对山东省公务员考
试的了解程度、把握命题趋势，从而在练习真题的过程中得到快速的提高。　　此外，本书强调对历
年真题的练习，但更重视方法的指导。在申论真题解析中，我们紧随山东省公务员考试的趋势和特点
，从命题内容、试题形式、答题思路等方面进行评析，帮助考生提高综合分析能力、提出问题解决问
题的能力、语言表达能力，真正帮助考生学会如何答题。　　第三，参考性强，讲解细致，分析全面
，具有高度的权威性。　　本书由多年从事公务员考试研究的专家、学者和具有多年辅导经验的教授
编写而成，权威性高。每一套真题，都经过了专家们全面、深入、细致的讲解，特别是解题思路具有
很强的指导性。另外，本书的作答参考皆经过专家团队集体研讨、几易其稿，修订而成，具有很高的
参考价值。相信阅读本书一定能给考生带来灵感，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总之，我们本着严肃、
认真、负责的态度编写此书，目的是编写出符合广大考生需求的高水平教材，力争使广大考生有最大
程度的提高。当然由于时间所限，书中可能有未尽之处，欢迎各位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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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山东省公务员录用考试专用教材:全真预测模拟试卷.申论(2010最新版)》具有以下特点：紧扣山东难
度、精选最新真题、权威专家编写、把握命题命脉。适合山东省公务员录用考试，具有权威性。体系
完备科学，内容实用，新颖、试卷的每道题都具有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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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孙建鹏
　　联创世华公务员考试研究首席专家，山东省公务员录用考试命题研究专家。《行政职业能力测验
》主讲教授，联创世华公务员考试研究中心特聘教授，中国公务员考试信息网首席评论员。多年来，
一直悉心从事山东省公务员、选调生录用考试命题研究工作，具有丰富的公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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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2011年各省招警考试《公安基础知识》真题汇编》　2010年江西省招警考试《公安基础知识》真题
　2010年湖南省招警考试《公安基础知识》真题　2009年黑龙江省招警考试《公安基础知识》真题
　2009年云南省录用公务员考试《公安基础知识》真题　2010年江西省招警考试《公安基础知识》参
考答案与解析　2010年湖南省招警考试《公安基础知识》参考答案与解析　2009年黑龙江省招警考试
《公安基础知识》参考答案与解析　2009年云南省录用公务员考试《公安基础知识》参考答案与解析
《2011年各省招警考试《公安基础知识》模拟题》《2011年各省招警考试《公安基础知识》模拟题参
考答案及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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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008年山东省录用国家公务员统一考试《申论》试卷　　满分：100分时限：150分钟　　一、注
意事项　　1.申论考试是对应试者阅读理解能力、分析综合能力、提出和解决问题能力及语言文字表
达能力的测试。　　2.作答参考时间：阅读材料40分钟，作答110分钟。　　3.仔细阅读所给定的资料
按照后面提出的“申论要求”依次作答。　　二、给定资料　　1.2006年8月，在襄樊市总工会与该市
女企业家协会联合开展的“金秋助学”活动中，19位女企业家与22名贫困大学生结成帮扶对子，承诺4
年内每人每年资助1000元至3000元不等，帮助这些贫困大学生完成学业。入学前，总工会给每名受助
大学生及其家长发了一封信，希望他们抽空给资助者写封信，汇报一下学习生活情况。但到2007年夏
天，一年多来，三分之二的受助学生未给资助者写信，也没有采用其他的联系方式。当襄樊市总工会
再次组织企业家们资助时，部分企业家表示“不愿再资助无情贫困生”。无奈之下，宣布5名贫困大
学生被取消继续受助的资格。　　湖北襄樊5名贫困大学生因为在受助的一年多时间内没有任何“感
恩”表示，被取消继续受助的资格。此事一经报道，评论纷至沓来，社会舆论的热情关注颇有点出人
意料。　　小事情引起大讨论，往往就说明人们在某些原则问题上多有歧见。2007年8月28日《光明日
报》报道：截止8月27日，新浪网就“贫困生受助资格被取消”展开的讨论，已有210729人参与。其中
，83％（174898票）的网友认为“应该取消”，“感恩是做人的底线，不知感恩的人很难期望他们将
来回馈社会”，认为“不应该取消”的占8.9％（18790票）和“不好说”的占8.1％（17041票）。　
　2.有的人认为，不能因为大学生没写信就简单地认定他们不感恩，企业家不应就此撤销资助。“虽
然我不是贫困生，但我能够理解他们为何不给捐助者写信。”北京师范大学的一位学生说，“我认为
多数贫困生并不是心中不知感恩，只是他们不愿意用这种方式表达，他们认为上学期间好好学习，做
好本分的事情将来回报社会，才是更好的感恩方式。”　　对于资助者来说，来自被资助者的感谢，
无疑是一种鼓励。温州资助者李先生说，每次收到被资助的贫困学生发来的慰问短信，都会让他流眼
泪。北京的宋女士是一位机关工作者，她和她的朋友们每年都会通过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向边远地
区学生提供助学金捐助。她向记者坦言，自己从未要求孩子们定期联系、汇报情况。“去年，我们捐
助的10个孩子中有几个孩子刚好是在同一个学校的，年底，他们一起寄来封信，告诉我们收到了多少
钱，并介绍了他们在校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宋女士说，“付出的爱心有了回应，这让我们都觉得很
开心。但我们也不强求捐助的所有孩子都给我们写信。毕竟他们还都是孩子，好好学习，对我们来说
，就是最好的汇报了，我想，这也是对他们自己最好的‘汇报’”。　　在这场讨论中还有人认为，
怜悯、善良和同情尽管是人类的自然本性，但平等、自由和尊严，也是与生俱来的人格。只要你有那
么一点强势，给弱者半分“恩惠”，人家就要感恩戴德。感恩中的“恩”是报不完的，就算报完了，
你也是一辈子都欠他的，一辈子都不会与他是平等的地位、平等的人格。四川有个老板，资助了几个
贫困学生，由于受助的学生年底没有向“恩人”汇报，老板就取消了他们受助资格，对不知去向的学
生还动用律师将其告上法庭。　　一位从事公益事业多年的人士认为，家境贫困的孩子们本身已经面
临生活上的很多困难，以居高临下的心态要求受助学生以低姿态的“感恩、亏欠”来面对捐助者和社
会，对于年轻的他们有可能造成另一种心理上的压力。很多捐助者本人也承认，自己爱心的付出，并
不是为了这些受捐助的孩子对捐助者有多大的回报，而是希望他们能够在温暖、充满关爱的环境中茁
壮成才，将来能够以同样的社会责任感去回馈社会。　　3.2008年2月27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哈尔滨
铁路国旅集团职工资助黑龙江兰西县30多名贫困学生的事迹。两年来，受到哈铁国旅集团叔叔阿姨们
“一对一”的资助，得以继续学业。尽管孩子们盼望，但和自己的资助人在两年间却未曾见过面，只
是书信往来。孩子们或许不理解，但叔叔阿姨们确有良苦用心。越来越多的单位和个人加入“爱心助
学”的队伍，是他们点燃起一盏盏希望的烛火，照亮一个个苦难少年的前程。在很多人看来，受助者
心怀感恩，是对爱心人士最大的安慰。在这种心理期许之下，受助者与献爱心者见面表达谢意，是合
情合理的。然而，哈铁国旅人却想得更深一些。帮一个寒门子弟继续学业，可能从此改变一个人乃至
一个家庭的命运，这份情义往大了说，是一种恩德，一生一世都会被铭记。但就受助者当前境况而言
，除了感激，没有更多表达谢意的能力和方式。面对资助者，过分强调“感恩”，只会增加他们的自
卑感。为了避免给孩子们造成不必要的“刺激”，哈铁国旅人选择了“见面不如鸿雁”。他们在信中
鼓励孩子们安心读书，把对某个人的感激化为对全社会的关爱。这是一份怎样的情怀！　　那么，是
不是就不要感恩了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有一个故事让人不能释怀。一位在山中修路的农民工，为
阻止一辆即将坠崖的大巴车受了重伤，等他在医院醒来时发现少了一条腿。面对“后不后悔”的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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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陷入了苦闷：他救了一车人的性命，可在住院的日子里，那一车人没有一个来探望过他。其实，
哪怕只是一声“谢谢”，他也就无怨无悔了。俗话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没有感恩，爱心之
树就失去了成长的沃土，爱心之舟也必将搁浅在心灵的荒漠。不论时代发生怎样的变化，美好的情操
和品德永远鲜亮。一个让崇高坠地、爱心落空的社会是多么让人失望啊！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的今天，我们需要倡导形成一种知辱明耻、互相关爱的社会氛围，培育一种尊重奉献、褒扬崇高的
价值追求。农民工兄弟未能从被他救了性命的人那里得到应有的感恩回馈，那么社会就要把最高的礼
赞献给他，竭尽所能地帮助他，不能让他流血、流汗又流泪。　　每个人对这个社会都有一份责任，
当我们更多关注自己对他人的责任，而非他人对自己的；常怀感恩之心，而不是认为别人对自己的付
出都是理所当然的时候，那么，爱心和感恩才能在全社会范围形成大的互动，社会和谐也就大有希望
。　　4.有人认为，资助乃高尚之善举，不应求取回报，若附加任何感恩条件，就是“道德要挟”、
“道德绑架”，就是满足道德虚荣心的假仁假义。以“附加条件”的有无为标准，划分慈善的真伪，
这一简单做法陈义甚高，但实际可能徒增纷扰、于事无补。　　有人做善事，不图回报，不事张扬，
只是默默奉献，以此为乐。这无疑是纯粹而真诚的仁爱，自然应当受到社会的称颂。不过，假如还有
人在行善的同时要求受益人作出某种回应，是否就会造成道德虚伪和慈善变质？恐怕未必。可以设想
，如果慈善必须是不可附带任何条件的爱心付出，那么那些附有一定条件的献爱心活动就会被当成假
慈善，那些献爱心者就会被认作道德虚伪之人。如此，奉献者就可能因为害怕“不道德”的恶名而缺
乏动力去行善，长此以往，必定害及爱心的传播。在广东，有一个成功的案例：被资助者必须签《道
义契约》。契约要求，受助学生进入社会后，在经济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要偿还助学金，并比照学生
贷款支付利息，以帮助其他大学生。令人欣喜的是，第一批受助学生毕业后，半个月里，即有21人偿
还16450元。在襄樊这一案例中，资助者和受助者事前未曾就“助学”活动约定条件，因而活动组织者
取消受助资格的决定显得有些突兀。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此次“助学”就是一场虚伪的“道德秀”。
事实上，将“附加条件的有无”看成道德问题，是道德上的一种“洁癖”。　　5.去年，华东师范大
学首批师范生收到一封校长写的亲笔信。信中，校长叮嘱即将入学的免费生“一定不要忘记感谢父母
和家人，不要忘记感谢老师。希望你怀着一颗感恩的心走出家门，怀着一颗自信的心走进校门”。　
　感恩这种情愫在社会情商体系中愈来愈珍贵了，以至有论者指出“感恩意识的匮乏成了一个重要的
社会问题”。或许也正是因为如此，上述大学校长致函新生一事竟遭到包括网络舆论在内的诸多质疑
甚至指责，认为是“多余”，“多管闲事”等等。对此，有些学者认为，某些制度层面上的不公，不
该影响学生对父母、家人、老师应有的感恩情怀，也不能遮蔽一位校长督促学生回首感恩的善意。　
　在感恩上，我们常常感叹世风日下今不如昔，也往往由此反思教育的弊端。诚然，在现行的教育体
制中，包括感恩在内的情商教育被冲击得七零八落，甚至被严重地忽视着——高考以及就业的压力，
使得教育染上了愈来愈功利的色彩，由此而生的培养目标的嬗变，也让教育的功利性渐渐向自利转变
，学校过多地着眼于有利于自身需要的学生能力的培养，而罔顾其他。在这样的背景下看华东师大校
长这封“多余”或者“多管闲事”的亲笔信，难道不是一种进步吗？就算它只是庞大的既有教育体制
中一个带有个人色彩的节点，出于对公序良俗构架的公共诉求，也应该将其视为学校在学生情商教育
上的意识觉醒和责任回归。希望这样的谆谆教诲能够多一些，形成一个逐渐完善系统的学校情商教育
体系，来救赎我们心中遗失太多的感恩情怀。更重要的是，这样一种形式表露了感恩教育所必需的宽
容和细节原则。很多时候，感恩是一种心灵独语，需要宽容的平台和细节的积累来培植孕育。　
　6.2007年8月27日《解放日报》载文：某校负责学生工作的老师讲述了一个“沉痛教训”：一位学生
家庭突遭变故，陷入贫困。学生身边的一群老师坚持每月给他三四百元资助，直到他毕业。逢年过节
，老师们还轮流请他来自己家吃饭。这位学生要毕业了，老师们筹划着开个欢送会。谁知，他跟谁都
没打招呼，收拾完行李独自离校了。失望之余，老师们反思：我们给贫困学生的关爱中是否还缺失了
哪一块？答案是：缺失了心灵扶助。　　文章认为，初进校时相当一部分贫困学生感到自卑、心态不
平衡，人际交往不顺畅。他们需要“润物无声”的心灵呵护。高校需要不断健全心理健康教育网络，
鼓励贫困学生参加社团组织，锻炼能力，获得自信。当他们的心灵充满阳光时，感恩意识与能力也会
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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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深讲答题方法，详析高分技巧，详解历年真题，全面把握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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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主要是奔着历年真题买的，山东省模拟题有不少错误，耽误不少事，很影响复习
2、帮同学买的，她考当地公务员要用。
3、有份提没答案
4、陪老婆奋斗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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