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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政

1.十九大报告中的大国重器──悟空号【考点清单】

（1）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点名了一批大国重器，原话是：“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

力实施，创新型国家建设成果丰硕，天宫、蛟龙、天眼、悟空、墨子、大飞机等重大科技成果相

继问世。”

（2）悟空是 2015年 12月 17日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发射的

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它具有能量分辨率高、测量能量范围大和本底抑制能力强等优势，将中国

的暗物质探测提升至新的水平，是目前世界上观测能段范围最宽、能量分辨率最优的暗物质粒子

探测卫星。

（3）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 2016年 12月 29日通报，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悟空”近两个月

内频繁记录到来自超大质量黑洞 CTA 102的伽马射线爆发。这是暗物质卫星科研团队自卫星上天

后首次发布观测成果。“悟空”观测到的现象表明，黑洞 CTA 102正经历新一轮活跃期。

（4）暗物质是 20世纪 30年代初，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天体物理学家兹威基第一个发现，宇

宙中可见物质远远不足以把宇宙连成一片，如果不是存在一种神秘而不可见的物质，星系早就分

崩离析。科学家把这种看不见的神秘物质称为“暗物质”。

（5）暗物质和暗能量被科学家们称为“笼罩在 21世纪物理学上的两朵乌云”。目前，中国

和世界各国已着手筹建或实施多个暗物质探测实验项目，其研究成果可能带来基础科学领域的重

大突破。

2.生态保护红线【考点清单】

（1）2012年 3月，环境保护部召开研讨会，对生态红线的概念、内涵、划定技术与方法进

行了深入研讨和交流。

（2）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是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需要。只有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按照生态系

统完整性原则和主体功能区定位，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理顺保护与发展的关系，改善和提高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才能构建结构完整、功能稳定的生态安全格局，从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

（3）生态保护红线的实质是生态环境安全的底线，目的是建立最为严格的生态保护制度，

对生态功能保障、环境质量安全和自然资源利用等方面提出更高的监管要求，从而促进人口资源

环境相均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

（4）生态保护红线具有系统完整性、强制约束性、协同增效性、动态平衡性、操作可达性

等特征。具体来说，生态保护红线可划分为生态功能保障基线、环境质量安全底线、自然资源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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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上线。

（5）2012年底，环境保护部召开生态红线划定试点启动会，确定内蒙古、江西、湖北和广

西被列为红线划定试点。

（6）环境质量安全底线是保障人民群众呼吸上新鲜的空气、喝上干净的水、吃上放心的粮

食、维护人类生存的基本环境质量需求的安全线，包括环境质量达标红线、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

红线和环境风险管理红线。环境质量达标红线要求各类环境要素达到环境功能区要求。

常识积累：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和认识

一、实践

实践是人类能动地改造世界的客观物质活动。

实践活动的基本特点是客观物质性、主观能动性和社会历史性。

二、认识

认识的本质是主体在实践基础上或通过实践对客体的能动的、创造性的反映。

认识的两个阶段──感性认识、理性认识：

（1）感性认识：人们在实践过程中，通过自己的肉体感官（眼、耳、鼻、舌、身等）直接接

触客观外界，引起许多感觉，在头脑中有了许多印象，而对各种事物的表面有的初步认识。

（2）理性认识：理性认识是认识过程的重要阶段，以事物的本质规律为认识对象，是对事物

的内在联系的认识，具有抽象性、间接性、普遍性。

（3）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辩证关系：①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②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

为理性认识；③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相互渗透。

三、实践与认识的关系

1.实践决定认识

（1）实践是认识的来源；

（2）实践是认识发展的根本动力；

（3）实践是认识的最终目的；

（4）实践是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

2.认识对实践有反作用

正确的认识对实践有指导作用；错误的认识则把人引向歧途。

【方法论】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真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避免教条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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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教条主义亦称“本本主义”，是主观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主要特点是把书本、理论当教条，

思想僵化，一切从定义、公式出发，不从实际出发，反对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否认实践是检验真

理的标准。）

【常见的哲学谚语】

①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和动力：百闻不如一见；要知山中事，须问打柴人；近水知鱼性，近山

知鸟音；熟能生巧，巧能生精；久病成良医。

②实践是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真金不怕火来炼；不管

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事实胜于雄辩。

③正确认识对实践有指导作用：趁水和泥，趁热打铁；一年之计在于春，一生之计在于勤。

④一切从实际出发：出门问路，入乡随俗；尽信书不如无书；不怕乱如麻，只怕不调查；识

时务者为俊杰。

【真题回顾】

（2012浙江）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认识一旦形成，就会反作用于实践，指导实践的全过程。

这是因为：

①时间是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

②时间目标的确立，需要认识的指导

③对实践手段、方法、道路、步骤的取舍，需要认识的指导

④对实践结果的评价，需要认识的指导

⑤认识在不断发展过程中，需要实践提供动力

A.①③⑤

B.②③④

C.①②③⑤

D.②③④⑤

【解析】B。本题可以用排除法得到答案。第⑤“认识在不断发展过程中，需要实践提供动

力”表达的是实践对认识的作用，而没有体现出认识对实践的指导。A、C、D选项中皆有⑤，予

以排除，只有 B是正确答案。故正确答案为 B。

相关知识点：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认识活动及其成果具有相对独立性，遵循其特有的活动

方式和发展规律，它已经形成，便能反作用于实践，这种指导左右表现在许多方面：认识可以使

主体了解，把我主体和客体及其相互左右的规律性，指导主体自觉地按照客观规律去从事改造世

界的活动；认识可以使主体在实践活动前，既确定符合自身需要，又符合客观实际的目标、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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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和措施，对实践活动作出预测和规划；认识可以指导主体将局部经验上升为理论；认识还可

以使主体实现对自身的认识，并自觉调整自己的活动，以适应改造客观的需要。所以，我们认为，

理论是对实物本质和规律的认识，它可以而且应该走在时间的前头，指导实践活动的进程；其次，

科学理论能遇见未来，端着实践的方向。

（2013吉林）传说大禹治水时，左手执“准绳”，右手拿“规矩”；“望山川之形，定高下

之势”，“此数所由生也”。这个传说说明：

A.认识是在变革对象的实践中发生的

B.实践是认识发展的根本动力

C.实践是社会性、历史性的活动

D.认识的最终目的在于实践

【解析】A。A项正确：此题考查对认识论的理解。大禹通过不断地观察山川河流走势，用

“准绳”和“规矩”不断实践测量，最终发现勾股定理（“此数”指勾股定理）。体现出通过实

践的不断变化才能正确认识事物和规律，说明认识是在变革对象的实践中发生的。故选 A。

（2010湖北）实践高于理论的原因是因为实践有：

A.普遍有用性

B.主观能动性

C.直接现实性

D.客观现实性

【解析】C。实践的直接现实性是指实践不是仅仅停留在意识范围内的精神的观念的活动，

而是通过人与客观世界的实际的相互作用而引起客观世界的变化的活动，是人与世界之间的实实

在在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过程。直接现实性是实践所特有的品格。实践，是直接改造客观

世界的活生生的物质活动，它能给人们直接提供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成果。而理论只是对客观

现实的反映，是反映在头脑里的观念形态的东西，它不能直接引起客观现实的变化。理论、思想

是主观的东西，要使主观的东西变成客观的东西，首先必须通过人们的实践，所以说，实践高于

理论是因为实践具有直接现实性。故正确答案为 C。

相关知识点：主观能动性又称自觉能动性、意识的能动性，是指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有目

的、有计划、积极主动的有意识的活动能力。马克思哲学观点认为，主观能动性是人类特有的。

人区别于动物的特点是，人具有主观能动性，人能够有意识地自觉地想问题、办事情。

（2012深圳）“实际上，理论之所以区别于实践，就在于它从实践中提炼出某一原核性范畴

后，就可以用人们业已形成的思维手段和业已通过验证的思维规则对这个原核性范围进行理论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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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从而产生区别于客观存在的第二存在。”这句话强调的重点是：

A.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B.理论与实践的联系

C.理论与实践的区别

D.理论与实践的提炼

【解析】C。通读文段，首句“实际上，理论之所以区别于实践”为总括句，以下内容都是

对首句的进一步阐释。故可知这句话强调的重点为“理论与实践的区别”。“关系”、“联系”

二词过于宽泛，不能明确表达文段重点，排除 A项、B项；D项所述并非文段重点，排除。故正

确答案为 C。

（2012北京）从古代的“把酒问青天”、“嫦娥奔月”，到今天的“神舟”号系列对太空的

探索，再到“天宫一号”的发射，我们对太空的了解越来越深入，这说明：

①追求真理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

②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是一帆风顺的

③实践锻炼并提高了人的认识能力

④实践决定认识，认识是实践的目的

A.①②

B.①③

C.②④

D.③④

【解析】B。实践是认识的来源，随着实践活动的不断深入，认识也会不断加深，认识反过

来进一步指导实践，实践是认识的来源，也是认识的最终目的。所以“追求真理是一个永无止境

的过程”，“实践锻炼并提高了人的认识能力”的说法是正确的；“实践决定认识，认识是实践

的目的”的说法错误，应为“实践决定认识，实践是认识的目的”；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并不是

一帆风顺的，受技术手段制约，也经历了曲折的过程，所以“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是一帆风顺的”

说法不正确。故正确答案为 B。

（2015北京多选）十多年前，科学家发现人类的几十种疾病的致病原因是基因突变。现在已

经把三千种左右的疾病的病因与基因突变挂上钩，但尚未完全搞清基因突变与疾病病因的关系。

这是因为：

A.认识总要受到主客观条件的限制

B.人们不可能完全掌握认识对象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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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客观世界总在不断地变化中

D.认识对象的本质的暴露与展现有一个过程

【解析】ACD。A项正确，人类的认识能力和科技水平在不断发展进步，因此可以和基因突

变挂钩的疾病越来越多，但是又由于认识的水平和客观条件的限制，还没完全搞清楚病因和突变

之间的关系。B项错误，只存在尚未被认识的事物，不存在不可能被认识的事物。C项正确，事

物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中，正是由于变法的复杂性，才导致不能完全搞清楚二者的关系。D项正

确，认识对象的本质的暴露与展现不是一蹴而就的，是有一个过程的。故正确答案为 ACD。

（2013深圳）党的思想路线的理论基础是：

A.联系的观点

B.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C.对立统一规律

D.唯物主义历史观

【解析】B。A项错误，联系的观点是指事物内部各要素之间和事物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

约和相互作用的关系；B项正确，党的思想路线又称作“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思想

路线在中国共产党的确立，是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为哲学基础的，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实践过程中的运用、丰富和发展；C项错误，对立统一规律又称矛盾规律，矛盾是辩

证法的核心概念；D项错误，唯物主义历史观解决的是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A、C、

D项均不是党的思想路线的理论基础。故正确答案为 B。

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史观

一、两种根本对立的历史观

1.历史观的基本问题

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划分标准：对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的看法。

社会存在，是指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总和，包括地理环境、人口因素和生产方式──生产方

式是社会存在的决定性因素，地理环境和人口因素构成社会存在和发展的自然物质基础。

社会意识，是社会生活的精神方面，是社会存在的总体反映。

2.唯心史观

从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的前提出发，把社会历史看成精神发展史，根本否定社会历史发展

的客观规律，根本否定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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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唯物史观

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并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

（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

认为社会历史发展也有其客观规律；既承认英雄对历史的推进作用，又强调人民群众对历史

发展的决定性作用。

【知识拓展】

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神学史观、英雄史观、人道主义史观。

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时势造英雄、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

【真题回顾】

（2013吉林）语言是一种味道，人们依靠它传情达意；语言更是一面镜子，人们从中可以看

到时代的身影，社会的不同阶段人们的问候语也会随之改变。这表面：

A.社会意识是变化发展的

B.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有反作用

C.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

D.社会意识不具有相对独立性

【解析】A。A项正确：社会意识指社会的精神生活过程，它是社会存在在社会精神领域中

的反映。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社会存在的性质和变化决定社会

意识的性质和变化。题干中，语言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人们的问候语随着社会阶段的变化而变

化，说明社会意识是变化发展的。B项错误：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有反作用，指不同性质的社会

意识对社会存在起着不同性质的作用。题干中没有体现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所起的作用，排除。

C项错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本身表述错误，根据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应该是社会存

在决定社会意识。D项错误：“社会意识不具有相对独立性”本身表述错误，根据马克思历史唯

物主义，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的独立性，社会存在的变化最终会引起社会意识的相应变化，但是社

会意识的变化与社会存在的变化并非一定同步进行。故正确答案为 A。

（2016江苏）鲁迅先生说，贾府里的焦大是不会爱上林妹妹的。这句话蕴含的哲学意义是：

A.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B.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C.社会意识具有主观能动性

D.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

【解析】A。A项正确：鲁迅先生的这句话反映了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审美观、世界观和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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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观。在《红楼梦》中，焦大是贾府里的一个老家奴，是处于当时社会最底层的劳动人民，林妹

妹则是贾母的嫡亲外孙女，两人的社会阶级悬殊。以焦大的经济能力和社会地位，他无法领会林

妹妹的精神世界，两人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是截然不同的。焦大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他特有的价值

观，即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B项错误：焦大不会爱上林妹妹，不仅跟经济基础有关，还跟他

的社会阶级地位有关。他处于社会底层，经济能力必然薄弱。C、D项错误：社会意识具有能动

性是指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先进的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发展起积极的推动作用，落后

的或反动的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发展起阻碍作用，与题干无关。故正确答案为 A。

（2011深圳）划分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基本依据是：

A.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

B.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问题

C.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

D.人民群众和杰出人物的关系问题

【解析】C。B、D三项均不是划分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基本依据。A项，经济基

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B项，生产

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D项，人民群众和

杰出人物的关系问题体现的是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在历史创造者问题上的对立；C项正确，历史

观是人们在认识社会历史现象、解决社会问题时所采取的根本观点。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

问题，是社会历史观的基本问题，是划分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基本依据。故选 C。

（2012吉林）拥有私家车的人越来越多，我国正在迈向汽车社会，汽车水的来临呼唤“汽车

道德”的出现体现了：

A.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B.社会意识具有反作用

C.世界是不断变化发展的

D.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

【解析】A。本题汽车社会的表现是“私家车的人越来越多”，这是一种客观现象（社会存

在），而汽车道德属于主观范畴（社会意识）。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

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社会存在的性质和变化决定社会意识的性质和变化。这也就是本题所说

的汽车社会需要汽车道德。故正确答案为 A。

（2014吉林）王安石《元旦》：“爆竹声中一岁除，东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争

插新桃换旧符。”该诗隐含的哲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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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人类社会历史具有规律性

B.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C.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D.新事物总要取代旧事物

【解析】D。A、B、C项错误；D项正确，“千门万户瞳瞳日，争插新桃换旧符”的意思是：

元日初升的太阳照耀着千家万户，为了吉祥如意，人们总是用新桃符换下旧桃符。该诗揭示了新

事物终究要代替旧事物的客观规律。故正确答案为 D。

（2014吉林）“面子”一词有着浓厚的东方文化色彩，囊括了人的地位、财富、尊严、人格

等内涵，是人们进行社交活动的外观表征，代表着他人、社会对自身的综合评价。尽管时代发生

了很大的变化，，但人们重“面子”的观念依旧存在。这说明：

A.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B.物质是运动的，同时又是相对静止的

C.意识是物质的主观映像

D.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

【解析】D。D项正确，“尽管时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人们重‘面子’的观念依旧存在。”

这句话是解题的突破口。“面子”的观念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存在，它虽然是随着社会存在的变化

而变化，但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和社会存在的变化并不是完全同步的。题中所述时代变化，

而人们的“面子”观念依旧存在的现象出现，正是因为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发展的不平衡，社会

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特点。故正确答案为 D。

二、社会的政治结构

1.上层建筑

上层建筑，是指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上的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法律制度。

2.国家

国家是一个历史范畴，也是一个阶级范畴，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国家的实质是

阶级统治的工具。

通常把国家的性质称为国体，具体的说，就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所处的地位。统治阶级的

性质决定着国家的性质。

政体是指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相同国体的国家可以采取不同形式的政体。

【知识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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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层建筑：包括政治上层建筑和思想上层建筑两个部分。

政治上层建筑，例如：国家政治制度、立法司法制度、政府机构、党团、军队、警察、法庭、

监狱等制度和设施等。

思想上层建筑，例如：政治思想、法律思想、哲学思想、宗教思想、文艺思想等意识形态诸

种形式。

（2）国体和政体：

统治阶级的性质决定着国家的性质：由于国体不同，先后出现过奴隶主阶级专政等不同类型

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新型国家，它是从有阶级社会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相同国体的国家可以采取不同形式的政体：如资产阶级国家有君主立宪制、民主共和制（内

阁制和总统制）等不同政体。──国体决定政体，政体为国体服务。

【真题回顾】

（2015吉林）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知

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让群众满意是我们党做好一切工作的价值取向和根本标准，

群众意见是一把最好的尺子。”这一党建理念所依据的哲理是：

A.人民群众是实践主体、生产力主体、历史创造者

B.社会基本矛盾决定社会发展的基本性质和总趋势

C.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需要社会发展基本规律

D.社会历史发展是无数个人力量的合力作用的结果

【解析】A。题干中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

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坚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之所以坚持群众路线，依据的是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唯物

史观，即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生产力的主体，历史的创造者。故正确答案为 A。

（2008湖北）邓小平同志曾深刻指出：“我们评价一个顾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

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

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是否得到持续发展。”这一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

A.社会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辩证关系

B.人民群众是社会的产物

C.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

D.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辩证关系

【解析】D。吴邦国同志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努力把人大工作提高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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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新水平》一文中指出，邓小平的这番话深刻揭示了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辩证关系。故选 D。

三、人的本质和人的价值

1.人的本质

（1）从人与动物相区别的层次上说，人的本质在于社会劳动。

（2）从人与人相区别的层次上说，人的本质在于社会关系。

2.人的价值

（1）个人的社会价值，即个人对社会需要的满足；

（2）个人的自我价值，即个人通过自己的活动来满足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在社会主义社会中，

在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上，人的价值既包括社会对个人的尊重和满足，又包括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和

贡献。

（3）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辩证关系原理──人的价值是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的统一：个人对

社会的贡献是实现人生价值的基础和源泉，处于首要地位，社会对个人的尊重和满足是实现人生

价值的基本前提和条件。

【知识拓展】

人的价值是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的统一：一方面人通过自己的活动，付出了心血和劳动，满

足了社会和他人的需要（社会价值）；同时自己也获得相应的劳动报酬，得到社会对自己

价值的承认，从而实现了对自我的满足（自我价值）。

【真题回顾】

（2011北京）“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

总和。”这句话说明：

A.自然属性是人的本质属性

B.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都是人的本质属性

C.社会属性是人的本质属性

D.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都不是人的本质属性

【解析】C。这句话是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中提出的。人既有自然属性又

有社会属性。所谓自然属性是指人的肉体存在及其特性；所谓社会属性是指在实践活动的基础上

人与人之间发生的各种关系。自然属性是人存在的基础， 但人之所以为人， 不在于人的自然性，

而在于人的社会性。因此从“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观点出发， 必

然得出结论：社会属性是人的本质属性。故正确答案为 C。



www.chinaexam.org

12

（2008福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就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看，人

的价值在于：

A.实现马斯洛理论中第五层次的需求

B.个人对社会的尊重与满足

C.社会对个人的尊重与满足以及个人对社会的责任与贡献

D.社会对个人的责任与贡献以及个人对社会的尊重与满足

【解析】C。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来看，人的价值在于社会对个人的尊重与满足以及个人

对社会的责任与贡献。故正确答案为 C。

卸下虚名的包袱

李锦涛

东汉有位名叫法真的大儒，知识渊博，可称大才。他生于官宦之家，却天生淡泊名利；曾被

汉顺帝四次征召出仕，均坚辞不受。他的朋友郭正评价他：“逃名而名我随，避名而名我追，可

谓百世之师者矣！”（提示：事例积累）

这就涉及一个对“名”的态度问题。古人说，“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人之为人，收获好

评价、留下好名声，是自然而然的内心追求。但追求怎样的名声，怎样对待名声，却有境界高下

之别。《道德经》提出，“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从哲学上启示人对“名”和“常

名”的不同境界有所认识。纵观历史，无论帝王将相还是布衣百姓，没有人因虚名而流芳千古。

但凡能被世人所铭记者，无不是心中有抱负、脚下有征途，靠实绩而赢得口碑。一个人如果执迷

于那些如浮云一般的虚名，很容易一叶障目，落得个名不副实的结局。（提示：一叶障目：一片

叶子挡在眼前会让人看不到外面的广阔世界。比喻被局部或暂时的现象所迷惑）

然而，汲汲于名声的人依然并不鲜见。现实中，总有一些领导干部“光说不干假把式”，实

际工作原地踏步，口号却喊得震天响；总有人沉溺于追名逐利，醉心于沽名钓誉，迷信“干得好

不如说得好”。更有甚者，表面上不犯错、不作为，但就是不放弃出名的任何机会，习惯以作秀

粉饰平庸。凡此种种，都映照着不端正的干事态度，长此以往，只会失去人心、招致不满。进而

言之，一个人如果名声与成就不匹配，一旦离开相应的位置，所谓的“名”很快就会烟消云散、

被人遗忘。（提示：领导干部在名利方面的问题现状及影响）

为官一任，不是不需要声誉，关键在于如何留住清名与美德。当共产党的“官”，既不是谋

私利也不是享清福，而应想方设法造福于民。立下清正廉洁、一心为民的鸿鹄志，崇扬“先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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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德行，讲奉献、讲作为、讲实干，才能行之久远。（提示：对策）

司马迁在《史记·李将军列传》中称赞飞将军李广“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提示：原意

是桃树和李树不招引人，但因它有花和果实，人们在它下面走来走去，便走成了一条小路。比喻

为人品德高尚，诚实、正直，用不着自我宣言，就自然受到人们的尊重和敬仰）为官从政，情理

也是相同的。焦裕禄、谷文昌、孔繁森、杨善洲、沈浩……那些被群众铭记于心、时常怀念的好

干部，他们的好名声哪个不是默默靠实干累积的？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完全不必想方设法

突显自己的功绩、苦心孤诣夸耀自己的不凡，只要真心为百姓谋福、为苍生立命，自然会被人们

记惦。（提示：事例积累、举例论证）

“不受虚言，不听浮术，不采华名，不兴伪事”，（提示：习近平《之江新语·不兴伪事兴

务实》。典出：汉·荀悦《申鉴·俗嫌》。原文：在上者不受虚言，不听浮术，不采华名，不兴

伪事。言必有用，术必有典，名必有实，事必有功。释义：不听不真实的话，不相信不切实际的

方法，不谋取浮华的名声，不做虚伪的事）卸下虚名的包袱，甩开膀子、脚踏实地，把有限的精

力放在干事创业中去，我们一定会在时间深处留下自己的足迹，在群众心里留下温暖的记忆。

（小结：作者开篇通过法真这一事例引出本文的主题。通过列举当下领导干部关于名利的现状及造成的影响，

提出做一名好官需要淡泊名利，讲求事实。通过举例论证，引用名人名言等手法，论证了不为名利所累的好干

部赢得百姓信任和后人纪念。告诉我们只有卸下虚名的包袱，甩开膀子、脚踏实地，把有限的精力放在干事创

业中去，我们一定会在时间深处留下自己的足迹，在群众心里留下温暖的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