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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四川省公务员考试真题《申论》试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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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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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 1. 全国每年流浪儿童人数应该在 100 万至 150 万之间。

材料 2. （1）总理已经责成民政部抓紧研究流浪儿童救助问题，“严厉打拐”已被写入“十二五”规划

草案。民政部将通过源头治理、立法保护、分类施策、完善设施、社会动员参与等“五拳”打拐，保护救助

流浪儿童。

（2）加强对这些孩子家庭的社会救助，保障其基本生活。

（3）对不履行监护责任的父母，必要时依法停止或转移监护权，以保障儿童权益。

（4）民政部目前已经确定一些流浪儿童的主要流出地区，并进行警示。如果这些地区工作不力，社会治

安综合治理将实行一票否决，相关责任人将被追责。

（5）建设一批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下称“未保中心”)。

（6）民政部还将加快完善《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条例》草案，争取尽快列入立法计划。

（7）此外，民政部还将动员社会力量广泛参与，鼓励民间团体、慈善机构、志愿者组织等发挥积极作用。

材料 3. 近年来，国内掀起了“打拐”热潮，已解救了几千名儿童，移交民政部门数百人。

材料 4.（1）中国社科院于建嵘教授发出了“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的微博，号召网民随时拍摄流浪

儿童照片并挂在微博上，通过网络平台传递信息，解救被拐卖儿童。

（2）该微博经热心网友不断转发，形成强大舆论传播力量，“微博打拐”遂成为一起非常值得关注的公

共事件。在网络舆论的推动下，各地公安、民政部门陆续采取措施，严厉打击拐卖儿童的犯罪行为。

（3）将对拐卖、拐骗、组织、胁迫、诱骗利用未成年人乞讨的，予以严厉打击。

（4）对亲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利用未成年人乞讨的，将予以训诫、警告，交有关部门加强教育管理，情

节严重的，将依法予以治安管理处罚；

（5）构成犯罪的，将坚决依法查处。对来历不明的流浪乞讨未成年人将一律交由技术部门采集 DNA 样本。

材料 5．（1）拐卖和乞讨是两件事，拐卖是因缺乏子嗣，乞讨是因谋生乏术。拐卖儿童然后弄残疾再送

去乞讨，无论从风险还是成本的角度计算，都只会是小概率事件。为了这一小批人，帮助失去孩子的父母找

回子女未免小题大做。那么，有可能在任何一个良善的借口之下，人们就可以对弱势人群为所欲为。

（2）被拐卖儿童主要是卖给需要的家庭，乞讨的很少，从中找被拐卖儿童好像找错了方向。

（3）儿童乞讨的现象及背后的整个链条，其发生根源是底层的贫困。在社会层面，比如禁止或限制乞讨、

打击或清理小摊小贩等，使贫困逐渐受到系统性的排挤，底层贫困者维持生计、改善生活的愿望和方式在保

护城市形象、维护城市秩序等诸多似乎更坚硬的理由面前显得羸弱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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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有些父母确实因生活所迫，带着孩子上街乞讨。如果说拐卖儿童是法律监护的缺位，那么父母带着

孩子乞讨所折射出的却是儿童福利和社会保障问题。

（5）依赖政府和社会建立长期救助机制。把儿童的权利救济和福利保障放到民生的高度，只有政府和社

会共同努力，那些不幸儿童的命运才能够得到改变。

材料 6．（1）发现乞讨儿童后，最重要的是拨打"110"报警，请公安部门进一步侦查询问。

（2）拐卖儿童屡打不绝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犯罪分子能够获得暴利。利益链条的滋生蔓延，违法成本和回

报严重不成比例，是拐卖儿童犯罪之所以猖獗的症结所在。

（3）违法必究、执法必严，提高处罚和量刑标准，大幅度增加拐卖儿童犯罪的成本，使其成为犯罪分子

不敢触碰的“高压线”，还需在法制建设和执行上有更大的力度。

（4）公权力救济，作为“有益补充”的私力救济也具有强大的影响力。要从源头上解决问题，必须建

立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个体系中，最为急迫的是完善社会救助体系，尤其是对农村贫困人口的医疗

救助、生活救助等。同时，政府还必须加大对义务教育与就业培训的投入。

材料 7．内因则是教育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好流浪儿童问题，不让这些形成流浪习惯的孩子重新去流

浪，就应当从打击犯罪和继续教育两方面下手。

材料 8．（1）中心的软件、硬件设施功能还达不到要求，有一部分智障孩子进不来。

（2）这个女孩一直在编故事、说谎话。

（3）聋哑孩子本来就倔强，她不愿待在救助站里，晚上一直哭喊，还用头撞墙，整个屋子的孩子都不

能休息。

（4）目前，他们对受助的儿童主要进行心理矫正，同时尽可能使其学习一些知识和技能。

材料 9．（1）苏州市救助管理站朱站长说，由于家庭变故，如父母离异、父母被判刑，或是隔代教养等

原因，不少流浪儿童从小就得不到家庭的温暖，缺少关爱，性格悲观冷漠、孤僻。

（2）依照《城市生活无着落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和相关实施细则给流浪未成年人提供相应的

服务，如住所，食物、医疗等，以生活救助、物质救助为主。

（3）救助保护中心对流浪未成年人开展的非正规教育，极大地限制了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需要根

据他们的年龄特征和个体差异设置不同的课程，开展针对性教育。

（4）一些老员工思想停留于收容遣送时期，仍按原有工作方式行事，缺乏对救助专业知识和职业技能的

学习与钻研，对流浪未成年人尤其是痴、呆、傻未成年人有厌恶、嫌弃情绪。

（5）在部分地区的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与岗位职责匹配的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学专业、法律专

业、心理专业、网络信息专业等人才资源不足。救助保护中心的长效学习机制和科学的岗位考核机制有待建

立和完善。

材料 10．2011 年 5 月 1 日出版的第 9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

康的重要讲话。积极推进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制度创新，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

会管理格局，不断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进一步形成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

化相适应的社会管理体系，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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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给定资料”，概括“微博打拐”活动的积极意义及其存在的问题。（20 分）

要求：表达准确、简洁明了，条理清晰，不超过 200 字。

1.跳读，找到材料 4、5 中对“微博打拐”的具体描述，重点寻找其“积极意义”与“问题”。

2.精读，合并同类项，进行二次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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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草拟提纲（草稿纸上）

中国社科院于建嵘教授发出了“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的微博，号召网民随时拍摄流浪儿童照片并挂

在微博上，通过网络平台传递信息，解救被拐卖儿童。该微博经热心网友不断转发，形成强大舆论传播力量，

“微博打拐”遂成为一起非常值得关注的公共事件。

拐卖和乞讨是两件事，是小概率事件，不仅小题大做，并且可能对弱势人群为所欲为。被拐卖儿童主要

是卖给需要的家庭，乞讨的很少，从中找被拐卖儿童好像找错了方向。根源在于底层的贫困，使贫困逐渐受

到系统性的排挤，底层贫困者维持生计、改善生活的愿望和方式在保护城市形象、维护城市秩序等诸多似乎

更坚硬的理由面前显得羸弱不堪。父母因为生活所迫带着孩子乞讨是儿童福利和社会保障问题。依赖政府和

社会建立长期救助机制。把儿童的权利救济和福利保障放到民生的高度。

第二题：针对给定资料 8、9 所反映的问题，请你就流浪未成年人保护中心更好地开展救助保护工作提

出可行性建议。（30 分）

要求：问题定位准确，措施具体可行，不超过 500 字。

1.跳读，找到材料 8、9 中对流浪未成年人保护中心反映的问题和救助工作建议的具体描述。

2.精读，合并同类项，进行二次分类。

3.草拟提纲（草稿纸上）

中心的软件、硬件设施功能还达不到要求，有一部分智障孩子进不来。这个女孩一直在编故事、说谎话。

聋哑孩子本来就倔强，她不愿待在救助站里。他们对受助的儿童主要进行心理矫正，同时尽可能使其学习一

些知识和技能。不少流浪儿童从小就得不到家庭的温暖，缺少关爱，性格悲观冷漠、孤僻。救助保护中心对

流浪未成年人开展的非正规教育，极大地限制了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需要根据他们的年龄特征和个体差

异设置不同的课程，开展针对性教育。一些老员工思想停留于收容遣送时期，仍按原有工作方式行事，缺乏

对救助专业知识和职业技能的学习与钻研，对流浪未成年人尤其是痴、呆、傻未成年人有厌恶、嫌弃情绪。

在部分地区的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与岗位职责匹配的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学专业、法律专业、心理

专业、网络信息专业等人才资源不足。救助保护中心的长效学习机制和科学的岗位考核机制有待建立和完善。

第四步：下笔成文

第一题：结合“给定资料”，概括“微博打拐”活动的积极意义及其存在的问题。（20 分）

要求：表达准确、简洁明了，条理清晰，不超过 200 字。

“微博打拐”的积极意义是通过网络平台传递信息能形成强大舆论传播力量，推动严厉打击拐卖儿童的

犯罪行为。但也会导致以下问题的出现：一、拐卖儿童乞讨是小概率事件未免小题大做并会造成对弱势群体

伤害。二、拐卖儿童在乞讨儿童中仅占少数，很难从乞讨儿童中寻找被拐儿童。三、微博打拐是排斥贫困，

损害底层贫困者改善生活、维持生计的权利。四、儿童乞讨问题解决依赖政府和社会建立长期救助机制，不

仅限于“打拐”。

第二题：针对给定资料 8、9 所反映的问题，请你就流浪未成年人保护中心更好地开展救助保护工作提

出可行性建议。（30 分）

要求：问题定位准确，措施具体可行，不超过 500 字。

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作为一个新的机构，在实际运行中，发现了一些具体问题。主要表现在：一、软

硬件设施不达标，无法救助所有流浪儿童。二、流浪儿童普遍存在心理问题，如撒谎、冷漠、孤僻等，救助

中心无法给予相应疏导。三、救助中心对流浪儿童的教育忽视了年龄的阶段性认证，缺乏针对性和有效性。

四、救助中心工作人员工作理念陈旧，难以适应现在的新形势。五、救助中心普遍缺乏心理学、法律、社会

学、信息技术等专业性的人才。六、欠缺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机制，如人才培养和考核机制。

鉴于此，救助中心要想更好的开展工作，应当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一、加大投入，完善硬件设施，扩

充中心收容能力，从而满足流浪儿童的不同需求。二、聘请心理学方面的专业人士或者培养员工心理辅导能

力，进而全面开展对流浪儿童的心理辅导，缓解其心理危机。三、改善救助中心的教育模式，实施阶段性教

http://edu.qq.com/sexedu/sex.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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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孩子采取不同的教育，使其更加具有针对性。四、对工作人员进行教育培训，从而适

应对流浪儿童的教育工作。五、引进并培养一批专业人才，建立具备心理学、法律、社会学、信息技术等各

专业的人才队伍。六、建立和完善长效学习机制和科学的岗位考核机制。

第三题： 结合给定资料，围绕“保护救助流浪儿童是政府和社会的共同责任”这一话题，自拟题目，

自选角度，写一篇议论文。（50 分）

要求：观点明确，联系实际，分析深入，条理清楚，结构完整，卷面整洁，书写工整，800～1000 字。

政府主导社会参与 保护救助流浪儿童

人群中、地铁里、火车站……常常会看到一个个蓬头、垢面、羸弱的身影，“叔叔阿姨，行行好吧！”这

些流浪乞讨儿童用他们微弱的声音、无助的眼神一遍遍地撕裂着我们的心。据统计，我国每年流浪儿童总数

过百万，而这一现象也越来越受到政府与社会的关注。

家庭贫穷也许是流浪儿童产生的直接原因，但政府对这一群体管理与保护不力，社会对他们的关爱与救

助缺乏却是这一现象无法妥善解决的深层次原因。而流浪儿童的救助问题是一个国家未年人保护工作成效的

深度体现。因此我们要保护救助流浪儿童，就要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形式，让政府与社会共同承担起这一

责任。

政府作为管理者，承担行政、立法、执法的责任，主导流浪儿童的保护救助工作。政府通过完善社会保

障体系，从源头上杜绝由贫困而产生的流浪儿童；加强立法保护儿童权益，让流浪儿童的保护工作有法可依，

同时加大打拐执法的力度，严惩拐卖儿童的犯罪行为；建立流浪儿童救助中心，收容救助流浪儿童。民政部

“源头治理、立法保护、分类施策、完善设施、社会动员参与”的“五拳”打拐方针就是这一责任的集中体

现。而新疆通过多年的持续硬件投入，建立保护中心，最终迎来了“接回所有新疆籍流浪儿童”的实际行动。

不难看出，这些工作是流浪儿童保护工作中主导和基础的内容，是政府必须承担的责任。

社会作为协同方，承担配合、推动、补充的责任，参与流浪儿童的保护救助工作。中科院于建嵘教授发

起的“微博打拐”活动，通过网络平台传递信息，解救被拐儿童，形成强大舆论传播力量，在舆论的推动下，

各地公安、民政部门陆续采取措施，严厉打击拐卖儿童的犯罪行为，这是社会力量推动流浪儿童保护救助工

作的明证。同时，由政府投入的救助中心，也需要民间团体、慈善机构、志愿者的加入，一方面为救助中心

的硬件建设提供相应的资金补充；另一方面，也提是救助中心人力资源的有效补充。最后，社会也要对流浪

儿童有更多的关爱和帮助，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温暖。虽然这些工作最终都是通过政府主导的力量完成的，

但社会的参与也是必不可少的。

只要政府与社会各司其职、共同负责，建立起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社会管理体系，就能真正地做好流浪

儿童的保护和救助工作，让他们重回校园享受童年的欢笑，我们也会看到一个个充满爱与幸福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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