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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录用考试申论试卷 

（副省级以上职位） 

试卷解析 

第一次看题目 

1.确定题型。 

2.注意题干重要提示信息。 

第一步：通读 

1.初步明确每组材料的有效信息。（利用划线或圈注的方法确定有效信息） 

2.通读完之后明确材料的整体主题（一个或多个）。 

主题是：黄河精神 

第二步：复读 

1.根据主题通过复读精确锁定每组材料的有效信息，同时进行归类标注。 

2.将每组材料的有效信息在稿纸上按顺序列出。（可只写关键词） 

资料 1.（1） 黄河从青海源头，向东流经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等省区，全长 5464千米。 

（2）黄河流域是中国文化的发祥地之一。 

（3）夏王朝宫殿群，商王朝第一个有宫殿的都城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安阳殷墟。 

（4）甲骨文字已是常用的规范文字，青铜器更显现了殷商王国政权的演化过程。 

（5）“中国”一词最早的所指也是黄河流域。 

（6）《清明上河图》浓缩了中原古都的繁华盛况，陕西的秦腔、河南的豫剧承载着博大精深的黄河文化。 

（7）黄河之水从源头到入海口，汩汩滔滔，孕育着取之不尽的文化资源。 

资料 2.（1）依靠已建成的防洪工程体系，“上拦下排、两岸分治”控制洪水。 

（2）引黄灌溉已由新中国成立前的 1200 万亩，发展到 11000 万亩，有计划的进行了三次人工改道，黄河三角洲由

过去一片荒凉变为富庶的鱼米之乡。 

（3）黄河流域丰富的旅游资源，也为当地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经济回报。 

（4）黄河大堤承载了黄河的记忆，见证了黄河的沧桑，既记录了人类利用黄河、改造黄河与大自然斗争的宏伟经

历，又记录了黄河以其自然破坏力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和不幸；既传承了我国劳动人民治理黄河的事迹、成就和精神，又

反映了人与自然相互斗争、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 

（5）主要是黄河携带的大量泥沙淤积河道，使黄河下游河道成为名副其实的地上悬河，“一旦堤防决口，就是灭顶

之灾”。 

资料 3.（1）但水质问题却是影响着密西西比河全流域“健康”的一个关键性问题。 

（2）虽然美国政府对密西西比河的治理十分重视，建设了大量工程，但计划中的工程仅完成 60%左右。 

（3）但很少考虑到这些大坝对整个生态系统的负面影响。 

（4）泥沙淤积是上密西西比河的主要环境问题。 

（5）湿地减少也是密西西比河流域各州的一个关键性问题。 

（6）上密西西比河至今仍没有全面规划。 

（7）森林砍伐已经使亚马逊河 7000条支流正逐渐干涸，一些森林开垦为养牛场，还有很多林区则开垦成农田，大

量的肥料和浓度很高的农药，势必引发水质污染。 

（8）巴西政府制定的法律以及其他环境法规常常受到漠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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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工业和农业及生活废水大幅增加，加上没有进行有效的治理，导致曼扎拉湖水质急剧恶化，生态环境受到严

重破坏。 

（10）人工湿地的工程包括扬水站、污水沉降池、污水处理池、幼鱼池和养鱼场等，生态又恢复了勃勃生机。 

资料 4. （1）黄河是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 

（2）这是一个几千年历史所反复证明的基本事实。 

（3）也就不会有 25万平方公里的华北大平原，而这恰是几亿中国人安身立命的根本。 

（4）其结果是黄河河床不断淤高，这为未来埋下了很大隐患。 

（5）毛泽东视黄河为“中华民族的象征”，他敬畏黄河，审慎思考着黄河的开发与治理，着重谈了水土保持和治理

规划问题。 

（6）胡锦涛同志强调指出，黄河的治理开发仍然任重道远，必须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人与自然和谐相

处，全面规划，统筹兼顾，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加强统一管理和统一调度，进一步把黄河的事情办好，让黄河更好地

造福中华民族。 

资料 5.（1）王景受命于危难之际，率几十万兵士民工，修汴渠治黄河，历时一年，用费亿钱。 

（2）据分析与王景所选定的东汉故道河身较短，地势较低，因而行河路线较优有关；另外，“十里立一水门，令更

相回注”所描述的可能是一种利用沿河大泽放淤的工程措施。 

（3）为黄河史上又一阶段，其特点是黄河下游河患相对较少，在此期间，黄河中游地区大暴雨的记录较少，这一

时期黄河下游有分支，两侧又有较多湖泊洼地。 

（4）但其中更重要的原因就是那时黄河输沙量的减少，这一时期黄河输沙量的减少主要归因于黄土高原人口减少，

植被得到一定的恢复。 

资料 6.（1）然而，由于黄河治理的复杂性。 

（2）开展了全国范围内的退耕还林，停止了坡地开荒，这在治黄史上是一个历史性的大事件。 

资料 7. （1）保护黄河，关键是治理黄河源头的水和沙。 

（2）他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认识黄河、了解黄河，是在寻找一种精神资源，寻找一种精神的依归。 

（3）将中原农耕文化和北方草原文化统一纳入黄河文化体系。 

（4）首先，深刻认识黄河文化的价值；其次，注重“黄河文化圈”的培养与维护；再次，注重文化创意融入生态

旅游的一站式体验；第四是主动融入全球价值链。 

3.按基本类别对材料要点进行归类标注。 

第二次看题目 

1.看一题做一题。 

2.充分关注“要求”，重点关注字数和对策要求。 

第三步：跳读+精读+草拟提纲 

第一题：认真阅读“给定资料”，简要回答下面两题。（20 分） 

1.“给定资料 4”写道：“黄河健康生命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三善’：即‘善淤、善决、善徙’，这是一个为几千

年历史所反复证明的基本事实。”请结合对这句话的理解，谈谈对黄河自身规律的认识。（10 分） 

要求：简明、完整，不超过 200 字。 

1.跳读，找到材料 4 中“黄河健康生命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三善’：即‘善淤、善决、善徙’，这是一个为几千年

历史所反复证明的基本事实。”的具体叙述。 

2.精读，合并同类项，进行二次分类。 

3.草拟提纲（草稿纸上） 

黄河流经中下游时经常带来大量淤泥，形成“堤上河”导致频繁决堤，经常因地势堵塞而改道，这是黄河自身的规

律。黄河冲击成华北平原，人类在此繁衍生息，但是淤泥、决堤、改道给下游人民带来巨大隐患。修建水库，冲击泥沙，

防止形成淤泥。做好上游的水土保持，全面审慎地做好黄河的治理规划。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兼顾，综合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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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给定资料 5”介绍了汉代王景治理黄河的思路和做法。请概括王景治河后黄河安澜 800 年的主要原因。（10 分） 

要求：简明扼要，条理清楚，不超过 200 字。 

1.跳读，找到材料 5 中关于“汉代王景治理黄河的思路和做法”的具体叙述。 

2.精读，合并同类项，进行二次分类。 

3.草拟提纲（草稿纸上） 

治黄恰逢其时，投入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巨大。治黄方法科学，措施得当。如修建黄河大堤、汴渠。故道河身较短，

地势较低，行河线路有比较优势。利用沿河大泽放淤泥等。气候发生变化。当时黄河中游降雨量减少，河患相对较少，

下游河流分支众多，两侧湖泊洼地较多便于分流淤泥。黄土高原人口数量减少，植被得到恢复，导致输沙量减少，下游

隐患减少。 

第二题：“给定资料 3”介绍了密西西比河、亚马逊河、尼罗河流域出现的生态危机以及各国政府的治理措施，请

对这些材料进行归纳，并说明我国治理黄河可以从中受到哪些启示。(20 分) 

要求：内容具体，表述清晰，不超过 300 字。 

1.跳读，找到材料 3 中“介绍了密西西比河、亚马逊河、尼罗河流域出现的生态危机以及各国政府的治理措施以

及对我国治黄启示”的具体叙述。 

2.精读，合并同类项，进行二次分类。 

3.草拟提纲（草稿纸上） 

密西西比河水质存在污染问题。政府治理工程完成不力。船闸和大坝对生态系统产生负面影响。泥沙淤积严重，湿

地减少，缺乏整体规划。亚马逊河流域森林砍伐造成众多河流干枯，林区变农田，使用肥料和农药对生态造成威胁。该

国政府制定法律禁止砍伐，但常常受到漠视。尼罗河上的曼扎拉湖由于污水排入，导致水质恶化，生态环境破坏。政府

通过实施人工湿地工程等诸多措施，恢复了生机。 

治黄要统筹规划，协调上下游各省市的关系，提高对政策的执行能力，统一行动，综合治理。制定法律法规，禁止

对上游的植被破坏，修建水库应考虑生态平衡，植树造林保护黄河的水土流失。严禁将污水排入黄河，加大惩罚力度，

保持水质不受污染。根治泥沙淤泥，通过疏导分流等措施，减少泛滥成灾的发生。 

第三题：国家某部门拟编写一本以黄河为主题的宣传手册，作为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材料。宣传手册由四

个部分组成，依次为“黄河之水天上来”、“黄河与中华文明”、“黄河的治理与开发”、“黄河精神万古传”请参考资料，

分别列出每个部分的内容要点。（20 分） 

要求：（1）切合主题。（2）全面、表述准确，有逻辑性。（3）不超过 400 字。 

1.跳读，找到材料 1、2、4、5、6、7 中对“黄河之水天上来”、“黄河与中华文明”、“黄河的治理与开发”、“黄河

精神万古传”的具体叙述。 

2.精读，合并同类项，进行二次分类。 

3.草拟提纲（草稿纸上） 

黄河发源于青藏高原，途径青海、四川、山东等九省，全长 5464 千米，是我国第二大河流。黄河的自然景观尤为

精彩，其中壶口瀑布，湍急的河水瞬时形成了万马奔腾，气势壮观的景色，堪为黄河第一景观。 

黄河流域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夏王朝宫殿群，商王朝都城殷墟的甲骨文字、青铜器，“中国”一词的所指。黄河流

域涌现了许多杰出人物如荀况、张衡、司马迁、杜甫以及诸多民族英雄，他们是黄河的骄傲。黄河孕育着丰富的文化资

源。《清明上河图》浓缩了中原古都的繁华，陕西的秦腔、河南的豫剧承载着博大精深的黄河文化。 

汉朝王景治黄，安澜 800年。治沙、治污持之以恒。几代国家领导人关心黄河治理。退耕还林政策，盘活困局。修

建防洪工程，引黄灌溉农田，人工改道，三角洲变为鱼米之乡，开发黄河旅游资源成绩显著。 

改造黄河与自然困境的不懈抗争，利用黄河资源，造福人民，和谐相处。黄河文化是中原农耕文化和北方草原文化

的融合统一，是一种精神资源和精神归依。 

第四步：下笔成文 

第一题：认真阅读“给定资料”，简要回答下面两题。（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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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给定资料 4”写道：“黄河健康生命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三善’：即‘善淤、善决、善徙’，这是一个为几千

年历史所反复证明的基本事实。”请结合对这句话的理解，谈谈对黄河自身规律的认识。（10 分） 

要求：简明、完整，不超过 200 字。 

“善淤、善决、善徙”是黄河千年反复的规律。其实质是指黄河流经中下游时经常带来大量淤泥；形成“堤上河”

导致频繁决堤；经常因地势堵塞而改道，这是黄河自身的规律。黄河冲击成华北平原，人类在此繁衍生息，但是淤泥、

决堤、改道给下游人民带来巨大隐患。因此治黄就要遵循其规律：一、修建水库，冲击泥沙，防止形成淤泥；二、做好

上游的水土保持，全面审慎地做好黄河的治理规划；三、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兼顾，综合治理。  

2.“给定资料 5”介绍了汉代王景治理黄河的思路和做法。请概括王景治河后黄河安澜 800 年的主要原因。（10 分） 

要求：简明扼要，条理清楚，不超过 200 字。 

王景治黄安澜 800 年，借鉴其原因对今人意义重大。原因包括：一、 国家重视，治黄恰逢其时，投入的人力、物

力和财力巨大。二、治黄方法科学，措施得当。如修建黄河大堤、汴渠；故道河身较短，地势较低，行河线路有比较优

势；利用沿河大泽放淤泥等。三、气候发生变化。当时黄河中游降雨量减少，河患相对较少，下游河流分支众多，两侧

湖泊洼地较多便于分流淤泥。四、黄土高原人口数量减少，植被得到恢复，导致输沙量减少，下游隐患减少。 

第二题：“给定资料 3”介绍了密西西比河、亚马逊河、尼罗河流域出现的生态危机以及各国政府的治理措施，请

对这些材料进行归纳，并说明我国治理黄河可以从中受到哪些启示。(20 分)    

要求：内容具体，表述清晰，不超过 300 字。 

三条河流存在的危机和治理措施各有不同。主要包括：一、密西西比河水质污染，船闸和大坝不利生态系统，泥沙

淤积，湿地减少，政府治理缺乏整体规划。二、亚马逊河流域森林砍伐造成河流干枯，林区变农田，使用肥料和农药对

生态造成威胁，该国政府制定法律禁止砍伐，但常受到漠视。三、污水排入曼扎拉湖，水质恶化，生态破坏，政府建设

人工湿地，恢复了生机。 

三条河流治理经验值得借鉴。对治黄启示：一、治黄要统筹规划，协调各省市的关系，提高对政策的执行能力，统

一行动，综合治理。二、科学制定法律法规，禁止破坏植被，从生态系统进行整体考虑，植树造林防止水土流失。三、

严禁将污水排入黄河，加大惩罚力度。四、通过疏导分流等措施，根治泥沙淤泥。 

第三题：国家某部门拟编写一本以黄河为主题的宣传手册，作为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材料。宣传手册由四

个部分组成，依次为“黄河之水天上来”、“黄河与中华文明”、“黄河的治理与开发”、“黄河精神万古传”请参考资料，

分别列出每个部分的内容要点。（20 分） 

要求：（1）切合主题。（2）全面、表述准确，有逻辑性。（3）不超过 400 字。 

某部门关于黄河精神的青少年爱国主义宣传手册 

 一、“黄河之水天上来”   

（一）黄河发源于青藏高原，途径青海、四川等九省，是我国第二大河流。（二）黄河自然景观精彩，壶口瀑布是

黄河第一景观，湍急的河水形成万马奔腾、气势壮观的景色。 

二、“黄河与中华文明”  

 （一）黄河流域是中华文化的发源地。夏朝宫殿群，商朝殷墟甲骨文、青铜器等出现于此。（二）黄河流域涌现了

许多杰出人物。如荀况、张衡及诸多民族英雄，他们是黄河的骄傲。（三）黄河孕育丰富文化资源。《清明上河图》、陕

西的秦腔、河南的豫剧承载着黄河文化。 

三、“黄河的治理与开发”   

（一）几千年治黄取得显著成绩。例如，王景治黄，安澜 800 年。（二）国家领导人关心、重视黄河治理，施行退

耕还林政策。（三）修建防洪工程，引黄灌溉农田，三角洲变鱼米之乡，开发黄河旅游资源成绩显著。 

四、“黄河精神万古传”  

 （一）改造黄河与自然困境的不懈抗争，利用黄河资源，造福人民，和谐相处。（二）黄河文化是中原农耕文化和

北方草原文化的融合统一，是一种精神资源和精神归依。 

某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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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题：参考给定材料，以“弘扬黄河精神”为主题，自选角度，自拟题目，写一篇文章。（40 分） 

要求：（1）中心论点明确，有思想高度。（2）内容充实，有说服力。（3）语言流畅，1000 字左右。 

 

弘扬黄河精神 共创美好未来 

黄河是一条母亲河，孕育了中华民族，是她让五千年的文化延续，是她成为中国形象的象征。从世界屋脊向北弯曲，

向南直下，向东滚滚而去，她的“几”字形状，如中华民族起伏跌宕的历史。她，上游的清澈、中游的激荡、下游的雄

浑，犹如中国人纯真、奋进、宽厚的性格，她是烙在我们心里难以言表的情怀。 

黄河流域诞生了中华文明，甲骨文、青铜器，司马迁、杜甫，秦腔、豫剧，哪一个不是黄河留给我们的骄傲？但是

每一次的咆哮决堤都让我们付出沉重的生命代价。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治黄的历史，东汉的王景治河，新中国成立后蓄

洪修坝，从未停止。正是在不断的治黄过程中，才形成了令人敬畏的黄河精神。 

黄河精神是历史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在当代我们不能因黄河不再泛滥而高枕无忧，更不能因接受外来的文化而将

贯穿我们血脉的根遗忘。每一个中国人，应当弘扬黄河精神，弘扬民族优秀传统，做一个不愧对祖先的“黄河人”。 

弘扬黄河精神，就是要有自强不息的抗争精神。黄河连年决口，不断改道，使得黄河两岸的人们深受其苦。多少生

命在此消失，多少灾难在此频频发生，但是这并没有让我们屈服，反而激发了我们治理黄河的信心和决心。大禹治水，

三过家门而不入；建国伊始，“上拦下排、两岸分治”，终于制服了这条桀骜不驯的巨龙。治黄的历史折射出中华民族，

面临每一次危险，都会发出不屈的怒吼，都会用坚忍不拔的意志进行奋力抗争，这种自强不屈的精神在当代更有现实性，

那就是当我们面临世界科技的挑战，面对国内外不利的环境，我们要主动出击，要用自强不息的精神战胜一切困难，迎

接我们辉煌的未来。 

弘扬黄河精神，就是要有顺势而为的科学精神。古代治黄，采用的是疏导而非堵塞，东汉的王景开凿汴河，利用下

游的大泽放淤；新时期修建的水库，不但蓄水，更是引黄灌溉，小浪底枢纽工程更是具有综合功能。这些做法都体现了

科学规划，巧妙利用自然地势，顺势而为。这种精神在今天更要弘扬光大，我们要学会借势发展自己，遇到问题探索科

学之道，充分利用有利形势，锐意改革，不断进取，这样我们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弘扬黄河精神，就是要有兼容并蓄的包容精神。黄河蜿蜒上万里，跨越四千米落差，有上万条河流汇入，两岸三十

余个民族，和谐相处。这些不正是中华民族的具有包容万象的象征吗？中国要想走向世界，领先于世界，就要敢于吸收

外来文化，不同文明，吸收世界各国的优良传统，吐故纳新，包容创新，这样我们才能在保持我们原有优势的基础上更

加繁荣兴盛。 

弘扬黄河精神，不应仅是一句口号，我们要对五千年历史进行深刻的反思，对我们自身的价值体系进行重新构建，

不拘泥黄河流域，不沉醉辉煌的过去，这样我们弘扬的黄河精神才能让我们勇立潮头，引领世界，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

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