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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注意事项
　　1.本题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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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请在题本、答题卡指定位置上用黑色字迹的钢笔或签字笔填写自己的姓名和准考证

号，并用2B铅笔在准考证号对应的数字上填涂。

　　3.请用黑色字迹的钢笔或签字笔在答题卡上指定的区域内作答，超出答题区域的作答无

效！

　　4.待监考人员宣布考试开始后，方可开始答题。

　　5.所有题目一律使用现代汉语作答。未按要求作答的，不得分。

　　6.监考人员宣布考试结束时，应立即停止作答，将题本、答题卡和草稿纸都翻过来留在

桌上，待监考人员确认数量无误、允许离开后，方可离开。

　　严禁折叠答题卡！

⼆、给定材料⼆、给定材料

材料1

　　一场小雨过后，走过铜罗镇北营村田间地头，只见村民们正在尖椒地里忙着除草，一派

繁忙景象。

　　“看，尖椒长得多好，再过20多天就能收第一茬了。”北营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技术员陈富清

高兴地说，“不离乡不离土，入股股份经济合作社在家门口就能挣上钱，一年在地里忙活六个

月，基本工资1万元，秋收还有绩效和分红哩！”

　　北营村曾和很多乡村一样村庄空心化问题突出，村民主要收入靠外出务工，虽然有一些

土地资源，但抛荒严重且极为分散，村里没有经营性资产，集体经济收入基本为零，没有集

体收入，怎么能壮大集体经济，不壮大集体经济，村民怎么从中获得收益和福利呢？这成了

北营村的心病。

　　前几年，北营村抢抓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大好机遇，摸清家底，清产核资，明晰土

地产权。全村共核定承包到户耕地1164.5亩，机动地四荒地260亩，共确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279户，732人，共设股权5772.8股。在此基础上成立全镇第一家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推选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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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代表18人，理事会三人，监事会三人，理事长、监事长各一人，并率先开展了实体性运

行。

　　资金合作社购置了拖拉机一台，撒粪机一台，插秧机一台，铺膜机两台，大型农药喷洒

车一台，中耕耘地机四台，灌溉排砂机八台，三轮车两辆，修建沉沙池11个，并配套建设了

相关生产设施。在县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北营村去年一年就新打机井12眼，维修旧机井5

眼，安装变压器四台，铺设架空高压线地埋线两万多米，极大地改善了农业基础设施条件。

全村共拥有配套机井21眼，水利管网配套齐全，初步达到了喷灌、渗灌的农业设施化要求。

这些都有效地推动了农业产业化、集约化发展，为增产增收打下了基础，产业结构调整迈出

了新步伐。

　　产业的发展让村民们有了满满的收获感。“按照眼下的涨势估算，一亩地可产尖椒4000

斤，现在的市场价值是每斤1.4元，每亩地的收入5600元，100多亩尖椒地一年收入大约56万

元。亩产高粱1500斤，每斤一元，每亩种植高粱收入1500元，四百多亩，收入大约60万元。

”村委会主任李强说，“除村集体公益事业开支外，剩余60%用于村民分红，增加农民财产性收

入，其余的用于扩大再生产，抵御经营风险以及集体留存。”

　　“村民有收入，集体增收益，这都是沾了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光。”村党支部书记，村

股份经济合作社理事长李云庆说。

材料2

　　村级党组织如何带领村民增收致富，有哪些实践探索？D市某部门深入基层进行调研。情

况如下：

　　长桥镇清河村党支部书记聂玉斌谈到，去年4月，村里结合本村传统产业优势，规划成立

了长鲜鱼腥草专业合作社。合作社筹建之初，村里就注意到了孙海新，聘请他担任理事长。

“他爱学习肯钻研，种植技术好，亩产值明显高于其他人，一把热心肠，为使其他农户受益主

动掏钱打井。”他性格开朗，在村里人缘好。大家有事都愿意找他说。于是，聂书记找孙海新

谈话，让他接管合作社，带领大家致富。“大家信任我，我就要做出点成绩来。”孙海新干劲十

足地说。上任伊始，就成立了鱼腥草质量提升小组，请来县里的专家对农户进行鱼腥草种植

技术培训，还下到田间地头进行实地指导，分享种植经验，在他的帮助下，村里的鱼腥草种

植质量有了明显提高。他主动与县里的大型超市联系洽谈，成功实现了向超市直接供货，鱼

腥草销售价格得到明显提高。为了充分利用好鱼腥草资源，提升鱼腥草附加值，孙海新与市

科院专家团队合作开展鱼腥草深加工研究，推出了凉茶冲剂等系列产品。他组建专门销售市

场团队，主打“鱼腥草之乡”的名片，与市内外的商超、医药公司进行联系，推销产品。同时还

在线上开设直播间，大力宣传本村鱼腥草系列产品的质量和功效，进行网上直销，经过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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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的努力，鱼腥草系列产品顺利打开了市场，获得了可观的收入。

　　“9年前我们成立了荆湖粮食专业合作社，探索‘党支部+合作社+农户+基地’的模式，您可

以采取任意方式与我们合作。”柳林镇荆湖村党支部书记刘汉生介绍道，“我们村有200余户村

民，地势平坦土地资源很丰富，是个传统的农业种植村，其他自然资源不丰富，主要靠天吃

饭，很多村民都长期在外务工，造成了大量土地长期闲置，眼睁睁看着土地闲着，觉得很可

惜，我们采取院坝会，走村入户，村直播等形式进行宣传，引导村民种植多种经济作物。对

于闲置的土地交由村里统筹管理。现在村民们可以用土地流转土地托管的方式，也可用资金

入股合作社。流转的土地可以建基地，一体化发展多种作物优化产业结构，托管的土地按农

户要求提供种植服务，让闲置产生效益，入股的资金购买农机提高生产效率。”

　　这些年合作社共吸纳社员198人，托管土地近5000亩，流转土地1500多亩，聚合了土

地，农机，资金等资源，小田连片大田。去年合作社又出了新招，通过品种、肥料、种植、

管理、收获“五统一”，实现了生产成本下降，机械化程度提升，亩产收入增长。合作社经营收

入1000万元，合作社社员收入5万元，被评为市级示范合作社。

　　南泉花海，山花婀娜多姿，丛林探险基地，互动体验式游乐项目，应有尽有……谁曾想

到，这个每年揽客10万人次的乡村旅游项目险些“难产”。2015年南泉街道南泉村成立馨辉名

苑旅游合作社。次年，与花谷生态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联合启动南泉花海项目。

　　“建设初期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村民有顾虑不愿意流转土地。为了解决这个难题，

村支两委一起想办法。首先我们邀请邻村的王书记过来向村民介绍他们村在土地流转中的具

体做法，村民获得的实惠及今后的发展前景，同时我们还组织村支两委成员，共产党员，村

级各干部，大学生村官分片分组入户进行宣传，讲明土地流转并不改变村民承包经营等政

策。还组织村民走出去到处参观，到阳安长家岭，武陵区玉泉等地参观学习，实地感受土地

流转带来的变化，百余村民也边走边看边学，看到了发展机遇。通过多方努力，村民们消除

疑点，主动流转上百亩土地，为项目落地产业发展打下了基础。当时要是没有解决好村民的

思想问题，也不会有南泉的今天。”南泉村党总支书记馨辉名苑乡村旅游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汪

瑞涵说。

材料3

　　“今年全村16万元土地流转金，已通过转账方式发放到200余户农户银行卡中，请大家注

意查收……”2020年11月24日，石子镇悦来村扶贫队长利用村级微信群向大家发布通知。

　　村级微信群让乡镇干部、民（辅）警、村组干部、每户村民代表等成为“微友”，并要求群

干部实行“实名+职务”亮明身份。按照要求，群里及时发布新政策动态、工程评议过程、议事

决策及村务信息等。群众对村里工作有建议，也可直接在微信群里提出来，还可对村里的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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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难问题进行监督。

　　不久前，石子镇龙溪村因上季度财务未定期公开，一些群众通过村级微信群表示质疑。

镇党委按照加强基层治理的有关要求，立即着手调查，发现村财务并无问题，只是村务公开

不及时，遂责成该村迅速公开财务，并向群众作出检讨。

　　据悉，2020年来，石子镇通过“村级微信群”共解决涉及政策解答、诉求回应的便民服务

类问题510件，收到“微友”反映问题线索30余条。

　　“冬季油菜管理、黑山羊常见病防治等知识，我都是通过村级微信群学到的，乡亲们脱贫

致富又多了一个‘好帮手’。”石子镇沙河村村民王泉林掏出手机，熟练地打开微信，翻看群里历

史聊天记录笑着说，“以前咨询村干部事情还要专门打电话或者到村委会去，现在好了，群里

几句话就弄明白了！”村级微信群让群众更便捷更直观地参与到村级事务管理中，拉近了村民

和村干部之间的距离。

　　2020年5月11日，石子镇黄集社区张大娘在家中不慎摔倒，导致腰部旧伤复发，病情严

重，无法挪动，她立即通过随身携带的一个小小的“呼叫器”，向社区寻求帮助。社区干部得知

消息后，第一时间将张大娘送往医院就医，并及时与张大娘在外地打工的儿子取得联系。住

院期间，社区干部、党员、志愿者等多次开展帮助，解决张大娘的实际困难。

　　针对社区留守老人、独居老人较多这一具体情况，为了更好地给他们提供服务，黄集社

区主动与某通讯公司联系，定制了一款集手机与对讲机优势于一体的呼叫器，发放给老年人

使用。“老人们需要帮助，通过呼叫器，随时能与社区取得联系，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安排相关

人员上门服务。”党支部书记胡汉生介绍，有了呼叫器，就不用再担惊受怕了，这点很贴心，

儿子在外面工作也放心。

　　石子镇南河村资源丰富，本应抓住机遇，向前发展，但多年来，由于种种原因，村上历

史遗留问题较多，加上一些新的矛盾，不仅阻碍了村内工作的正常开展，而且影响了村干部

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南河村充分发挥集体智慧，按照群众的事交给群众解决，大家的事大家

来评判的工作思路，决定邀请村中有威望、办事公正、有奉献精神的老党员、老干部组建“大

众评判委员会”，这个提议得到了大家的积极响应，很快，“大众评判委员会”就建立起来。

　　村民李大奇自称20多年前为村里建桥，但一直没有结算工程款，多次找村干部要求结清

账目，但都未解决。“大众评判委员会”按照承包工程的正常顺序，要求其出示合同手续、工程

预算、验收结果等凭证，均被其以时间久远，手续丢失为由拒绝。后来经过咨询工程权威单

位，询问时任村干部，基本弄清了问题的症结所在、解决该问题需要的手续以及相关的政策

依据，在此基础上，“大众评判委员会”又召集双方多次沟通调解，逐渐消除双方的对立情绪，

解决了纠纷。

　　村民田洪亮，2009年在村里批得一块新宅基地，他在上面盖了新房。房子建成后，因相

邻一户没有及时修建，地基长年积水，致使其新房出现裂缝，他找邻居协商解决无果后，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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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上访。经过多方走访和实地察看，“大众评判委员会”发现田洪亮的房屋裂缝确系相邻户宅基

地雨天积水所致。但是相邻户户主是残疾人，收入较低，且家里有两个小孩上学，家庭负担

非常重，出于人文关怀，“大众评判委员会”经过与村委会商量，决定由村委会出资17000元作

为房屋维修费补偿给田洪亮。一件多年上访积案得以解决。

　　“大众评判委员会”成立以来，解决了村民反映突出的历史遗留问题13件，处理邻里纠纷

20余起，极大地改善了村民之间的关系，助推了村里事务的有序开展。

材料4

　　北山县风河村沿溪而建，村史数百年，村尾的廊桥也已年过百岁，溪流两侧遗存的民居

楼一字排开，多数为明清古建筑，都有百年以上的历史，虽空置残破，但整体风貌保存完

好。

　　曾几何时，风河村的年轻人外出务工，迁居县城、省城，村里只剩下老人孩子。像风河

村这样的村子在北山有很多，“北山‘底子’薄，发展只能立足于自身优势。”一位领导回忆起当

年决策时说，北山的“优势”，就是传统村落群。

　　2015年北山县聘请文创专家张清担任县传统村落文化创意总策划，他提出“先改变村民理

念，激发创造力，再吸引‘新村民’，同时整体规划古村落环境，最终形成创意产业村落”的想

法。

　　风河村打算趁此机会，以村里的古建筑村落和廊桥为依托，发展村落文化创意产业。但

是这一想法在村里并没有激起多大的波澜，有不少村民戏谑，“就咱们这山脚旮旯，还能整出

啥创意来？”“谁愿意到我们这穷乡僻壤来？”

　　为了获得村民的认可和支持，风河村的党员干部主动上门跟村里的老人们沟通，向他们

了解风河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同时也跟他们耐心地讲解在风河开展文化创意产业的诸多好

处。为让村里在外人员对古村落保护和文化创意有更多了解，村干部专门通过微信、电话等

方式向他们介绍相关情况，征求意见建议。有人提出，“发展村落文创产业不是不行，但关键

是谁来创这个业？”还有人担心，村里面的人群单一，“没有人进来，创业之后如何能够持续下

去？”大家意识到，发展村落文化创意产业的关键是要把人引进来，尤其要引入“新村民”。在

多方协商讨论之后，风河村最终以“文创新古村、引凤入风河”为主题，制定了新的发展规划。

　　以规划为指引，在张清团队的协助下，风河村创办了文创基地“广泰艺术城”，先后在两个

地方试点“人人都是艺术家”项目，为村民、游客提供免费油画学习。同时，村里还提供场地和

材料，动员村民充分发挥各自所长，将剪纸、雕刻、手工编织等传统工艺展现出来，村民们

制作的手工艺术品还可以通过村级平台向外展示并售卖。这不但激发了村民的热情，还吸引

了许多游客前来打卡。随着艺术元素的植入，古村旅游风生水起，“广泰艺术城”吸引了众多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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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1.  

术爱好者纷至沓来，目前已陆陆续续接待国内外驻学人员2万多人次。

　　这一切，冯皓成也看在眼里。冯皓成是风河村第一位“新村民”，他长期从事文艺相关工

作，一直在寻找“梦中桃源”。2017年8月底，冯皓成从南方老家辗转来到风河。空置老屋不

少，村里也欢迎他留下来，但难就难在老屋早已不适合居住。要拆，业主们不肯；修缮，太

贵，工程还复杂繁琐。

　　两难之下，风河村摸索出了“传统村落建筑租养”的办法。一是村委统一与产权人签订租赁

合同，流转老屋的使用权和经营权。二是“新村民”作为老屋承租人同村委会签订租赁合同。三

是老屋的现代化改造设计由专业团队免费提供，修缮费用由村里垫付，“新村民”分期支付。

　　在此期间，村里还对村容村貌进行了复古整体规划设计，实施“乡村提升工程”，提升村落

环境，增加文化设施，完善基础设施等，使得古村恢复了古老味。

　　于是，冯皓成选定了两栋溪边老屋，一栋运营书屋，另一栋则用来运营咖啡屋。2017年

10月，冯皓成的书屋和咖啡屋先后开业运营。3年来书屋兼营民宿、书籍收藏、文创器物等，

已获利20万元，咖啡屋运营3年已基本回本。

　　古村落、古村居的传统环境，以及第一批“新村民”取得的成果，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到此从

事互联网文创产业。创业需要空间，空置的老屋派上了用场。如今的风河拥有书屋2家、咖啡

屋5家、音乐厅1家、美术馆2个、艺术教学中心1个，艺术共享空间和工作室22家，图书馆1

家，尚有多家艺术空间正在建设中。

　　现在，“新村民”在风河村所从事的文创产业已覆盖影视、传媒、音乐、美术等多个领域。

文创产业的愈发兴旺带来的是乡村旅游的人气倍增。这一过程中，风河村变得更加有活力，

对老村民的回馈也越来越多。

　　“从头到尾，老村民都是受益者。”村干部说，“在建设初期，村里的公共设施、‘新村民’认

租的古宅都是由村委会雇佣老村民来修建、修缮的，这是他们不用外出打工，在家门口赚到

的第一桶金。”后来游客越来越多，老村民又陆陆续续地跟“新村民”学习，经营起餐馆、民

宿、小卖部之类，干得风生水起。如今，村里80%的餐馆是老村民开的，有一半的民宿是老

村民开的。

　　“别人‘筑巢引凤’，而我们是‘引凤筑巢’。”有人这样评价。

三、作答要求三、作答要求

请你根据“给定材料1”，总结北营村在壮大集体经济过程中值得借鉴的做法。（20分）

要求：全面、准确，有条理，不超过3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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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2.  

问题3.  

问题4.  

假如你是调研组工作人员，请根据“给定资料2”拟写带领村民增收致富的工作信息，供

领导参阅。（30分）

要求：准确全面，条理清晰，语言流畅，不超过400字。

县里近期召开基层治理工作经验交流大会，石子镇将在会上发言。请你根据“给定资料

3”，拟写一份石子镇创新方式方法加强基层治理的经验交流材料提纲。(20分）

要求：内容全面具体，有逻辑性，语言流畅，不超过300字。

根据“给定资料4”，请你谈谈北山县风河村是怎样“引凤筑巢”的。(30分）

要求：全面、准确、有条理。不超过4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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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论练习专⽤纸申论练习专⽤纸

100字

200字

300字

4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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