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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论全真模考冲刺卷(二)

(满分:１００分　时限:１５０分钟)

一、注意事项

１．本题本由给定资料与作答要求两部分组成.考试时间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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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分１０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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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才可以开始答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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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应立即停止作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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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定资料

资料１

新中国成立后,受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我国城市管理一度实行的是以“单位

制”为主、以“街居制”为辅的“双重治理结构”.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的主要承担者不是“街

道”,而是一个个相对封闭且为国家所有的“单位”.大部分社会成员的个人事务,如就业、教

育、婚育、医疗、矛盾调解、思想教育等均在单位内完成,可以说,社会治理的重心在单位而不

在属地街道和居委会.

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变革不仅塑造了经济发展奇迹,也深刻改变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

会结构及国家对社会的治理机制,瓦解了原有的“双重治理机构”.

国有企业改制和民营经济快速发展解构了“单位”一统天下的局面,造就了大量的、国家

行政控制之外的“单位”.经济独立使得这些“单位”不再承担计划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所承

担的管理和服务职能,而以“社会化”的名义将之让渡给地方政府系统承担,因此个人对国家

单位的直接依附性开始降低.

上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中国城市化几乎以每年一个百分点的速度快速推进,原有僵化的户

籍制度随之转型变革,大量人口特别是流动人口向城市聚集,人口密度迅速提高,社会管理任

务和难度呈几何级数上升,而“单位”已无法再吸纳和化解这些人口和事务,客观上要求本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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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从属地位的属地组织(街居)担负更多社会管理责任.

国家允许并扶持各类行业协会、学会等社会组织发展,甚至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帮助其

生长壮大,原来被封闭的社会空间逐步被打开,公民通过新的载体———社会组织参与到公共

事务和社会治理中来,社会治理的主体也由单一的国家(包括政党与政府)扩展为多种社会

主体.

“双重治理结构”的解体客观上要求国家在基层治理层面寻找新的组织化载体和路径,以

街道、居委会等为主体结构的基层政权正好担负起了这样的历史责任.我们看到,正是从上

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开始,在一些地方,加强社区管理和服务能力开始被提上国家基层政权建设

的重要议程.为配合这一变迁,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开始构建“两级政府、三级管理”,推动城市

管理的资源、权力和责任向区政府及其以下层面移动.这个过程其实可以说明,社会治理重

心下移是上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国家治理体系因应社会转型和社会结构变迁所采取的一种组织

性调整.

资料２

近年来,基层公安机关的执法环境得到一定改善,民警保障水平日渐提升.然而,社会转

型时期利益诉求多元、各类矛盾交织,基层派出所面临的工作局面千头万绪,甚至陷入“包打

天下”的困局,这使得许多基层民警长期处于超负荷运转和身心亚健康的状态.

近日,记者在一些派出所蹲点调研时,听到了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接处警记录:

“警察同志,我儿子把钥匙带走了,你过来给我开下门!”

“１１０吗? 我女朋友要跟我分手,你们能帮我劝劝她吗?”

“我儿媳妇不好好给孩子喂奶,这事警察得管管! 你们快过来!”

对处在社会最基层和矛盾第一线的派出所民警而言,这只是他们工作时所遇到困惑中的

一部分.一派出所的社区民警说:“即便是面对这些五花八门的报警需求,多数情况下民警依

然会第一时间处警.”

“群众有困难找民警,这是好事.但有些部门放大了这句话,为派出所增加了大量非警务

活动,甚至把本由他们承担的工作也推给公安机关,影响到我们打击犯罪和维护治安的主

业.”西部某市一位派出所民警举例说,当地要创建卫生城市,民警被要求全员出动上街清理

小广告;创建文明城市,民警要到处驱赶流浪狗

“上面下面条、底下打面团”,作为基层一线单位,上级机关布置的大量工作都要靠基层派

出所来落实.而一些地方文山会海回潮、材料信息过多过滥、考核名目内容繁多,也让基层民

警身心俱疲.西北一位从警２３年的农村派出所所长说,所里曾在一个月之内收到分局下发

的６４份文件,其中４０多份是安排具体工作的.该所辖区面积２５平方公里,常住人口２万余

人,但仅有７名民警.“４０多项都是重点工作,一个月只有３０天,我们７个人不眠不休也干

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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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某市一位派出所所长告诉记者,在他所在的区,上级机关对派出所的考核门类多达

７０多项,破获各类案件的数量都有具体的指标要求,而有些不尽合理.例如,破案数量是按月

度考核的,但有些案子需要花时间去经营、深挖.迫于考核压力,民警就只能去办理一些小

案、现案,无暇办理大案.有的地方向被行政拘留、羁押人员征求满意度,一位民警反问:我抓

了他,他能对我多满意?

入伏以来,武汉连续多日高温.武汉火车站派出所民警罗居奇正在站内巡逻.手铐、警

棍、急救包、执法记录仪、通讯电台他背负着六七斤重的警用装备,警服完全湿透.随身

携带的计步设备显示,他当天已步行超过两万步.

在陕西省兴平市,西吴派出所副所长张荣国已经３天没有回家了.这是他７月１８日的

工作安排:早上６时起床,６时５０分开会布置工作,７时５０分和同事出门办案,回来后接待群

众来访.中午无暇休息,下午赶赴犯罪嫌疑人家中发放逮捕通知书,之后进村采集信息,回所

后和同事分析案情１８时接班后,张荣国还要在岗位上再值守２４小时,随时准备接处警.

“每年我有２００多天在所里住,一有案子就没日没夜,３岁的孩子只能托付给老人带.”提及家

人,张荣国一脸愧疚.

记者采访发现,由于常年处在打击犯罪、调处矛盾和服务群众的第一线,精神紧张、工作

压力大,超负荷运转已是许多基层派出所民警的工作常态.陕西省咸阳市公安局渭城分局化

工开发区派出所所长张思强说,全所１９名民警,大多患有心脏病、高血压等职业病.

一些受访民警认为,除机关和基层警力配比不当、各职能部门间履职合力不足外,缺乏维

护民警执法权的保障机制,也是造成基层派出所负担沉重的重要原因.“现场处置时没有底

气,并不是因为害怕犯罪分子,而是来源于现实各方面的压力,不敢果断地执法.”一位民

警说.

采访中,许多派出所民警也欣慰地表示,近年来基层的许多呼声已经得到高层的重视.

今年中央政法工作会议就提出要围绕公安改革,解决管理体制不科学、力量结构不合理、警务

运行不顺畅等问题,提高职业保障水平.

然而这些还不够.为让民警安心、舒心、放心地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和服务群众等主业

上有所作为,基层派出所还须“减负”.

湖北、陕西、四川等地民警建议,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探索建立一定范围的容错机制,为执

法者壮胆撑腰,对妨害正常执法的行为敢于“亮剑”.

此外有民警呼吁,公安机关在公务员招录时,宜对公安院校、公安专业有所倾斜,使更多

有专业能力、热爱公安事业的人才进入警察队伍.

咸阳市公安局秦都分局茂陵派出所所长狄军锋建议,建立“１１０”报警电话分流机制,将各

职能部门纳入其中,依照职责划分,共同为群众服务.

资料３

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以治理力量单一、治理关系倒置、治理成效有限为表征的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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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社区治理能力欠缺的问题日益凸显.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作为中心城区,辖区常住人口近

６０万.和大多数城市一样,西陵区的小区有诸多城市病,部分老旧杂居小区圈地种菜、乱摆杂

物、加盖楼层等乱象时有发生.

西陵区委书记卢斌介绍,长期以来,受各种因素影响,本该居民自己说了算的小区事宜,

却由政府主导主办,最终形成了“干部拉满弓、市民当观众、多方不满意”的困局.

“政府想做好事,落的都是不是.”石板溪小区业委会主任倪向阳说,过去政府主导的民生

工程在实施过程中被居民多方阻挠,要花大量的功夫宣传解释,甚至还要动用执法力量,党

群、干群关系日益紧张.

城市的主体是市民,城市的主人也是市民.让主体负责,让主人归位,成为当务之急.

２０１６年,西陵区在全区范围启动“业主委员会组建１００％覆盖工程”,旨在搭建小区居民和业

主的组织平台,代表市民与政府平等协商、互帮互促.

业委会组建并不容易.“关键时刻靠得住、顶得上的一定是共产党员.”西陵区委常委、组

织部长文君介绍,他们发动散落在各小区和楼栋的自管党员、在职党员参与,以党建为主导,

不断聚拢人心.经过一年多的努力,西陵区在全区２７７个小区全部成立业委会,其中党员占

业委会委员人数达４２．６％.

业委会的组建,解决了城市社区自治力量从无到有的难题.而要实现自治能力由弱变强

的突破,还需多元激励.

为依法规范小区自治流程,西陵区出台政策文件,绘制业委会成立１３步流程图,严把资

格认定、组建标准、组建程序、资料备案等４大关口.西陵区区长任蔚介绍:“我们把业委会定

性为社会组织,统一在民政部门注册,设立对公账户,赋予业委会一定的法律地位.”

为保障业委会建设运行,西陵区在区级财政层面创新设置１００万元社区自治金,市区两

级财政对每个社区预算了２０万元惠民资金,采取“财政资金投入一点、辖区单位支持一点、收

益业主缴纳一点”的方式“以奖代补”,全面调动居民的参与热情.

为增强业委会工作能力,西陵区还为每个业委会配置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政法干警、

法律工作者等４支固定力量.同时,引导职能部门、志愿者队伍、社区组织成为帮扶小区业委

会的弹性力量.一系列举措让小区业委会自治能力显著增强.

西陵区街道办事处土街头小区有盲人９０多名,由于没有物业管理,小偷经常“光顾”.社

区、业委会就治安问题召开了居民协商议事会,居民投票形成了决议:自筹资金３万元,惠民

资金配套２万元,安装单元防盗门、治安监控设备、大门升降杆,发动小区党员义务巡防.从

此,小区再未发生过盗窃等治安事件.据统计,西陵区全区业委会实现全覆盖两年来,多方筹

集资金２６９３万元,解决突出问题５８５件.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刘学军教授、张恒山教授等人蹲点调研后认为,西陵区党建主

导下的业委会建设方式思路创新、路径清晰、成效显著,具有推广和示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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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４

福应街道专职网格员王芳,今年４３岁,是一位有着１９年党龄的党员.自从去年６月份

成为专职网格员后,在辖区内走访入户,早出晚归,不知疲倦,她放弃午休、假期深入居民家

中,为加强社区网格系统基础信息化建设、进一步丰富小区治理信息默默奉献着自己.今天

的当班体验活动,记者带大家了解她的日常工作状态.

个头不高,脸上总是带着浅浅笑意,这是王芳给记者的第一印象.虽然是星期天,但王芳

还是像往常一样,一边拿着登记表,一边提着装满资料的袋子,来到自己熟悉的网格区域进行

日常巡逻.

位于塔山沿路３号的老二轻局,目前是东方大酒店的员工宿舍,有３０多人入住.租客众

多,也是王芳每次巡查的重点检查对象.“这个电线都已经套管了吧? 灭火器一定要检查好,

要是过期了就及时去更换!”

宿管员胡妙凤对王芳已经非常熟稔.从一开始的嫌麻烦、不理解到现在的主动配合,思

想上的转变,离不开王芳日复一日不厌其烦地上门工作.

东方宿舍宿管员胡妙凤说:“我一开始也觉得她挺烦的,一下子这里不行,等会又那边不

可以,有些员工干脆都不住这里了.后来她一遍一遍来做工作,很仔细,慢慢地我们也都想通

了,消防工作做到位,也是为我们自己好!”王芳随后来到附近的出租户赵大叔家,在门口热情

地打了招呼后,赵大叔领着王芳上楼检查,从逃生通道的顺畅到灭火器的配备等等,检查结果

还比较满意.赵大叔告诉记者,以前他家里特别是楼道上比较脏乱,后来王芳耐心和他讲解

了保持逃生通道顺畅的重要性后,他就做了及时清理.房东赵焕暖说:“她人很好,做工作也

比较耐心仔细,提出来意见我们也会尽量配合改正.”

检查营业执照是否过期、店员是否持有健康证、台帐是否做得到位、仓库卫生是否达标,

每到一家店铺,王芳都会不厌其烦地仔细检查每个细节.虽然也曾遭遇过店家诸如“多管闲

事”之类的抱怨,但王芳总是置之一笑,仍然不厌其烦地重复着检查工作.王芳说,一开始不

理解我们工作的人也很多,觉得我们管太多了,不需要我们管.我反正就是做他们的工作,和

他们讲道理,让他们明白,要求严一点也是为自己好.现在大家也都比较理解和配合,我也很

有成就感,很喜欢这份工作.据了解,从王芳开始做网格员到现在,在她网格管理范围内的沿

街商铺和居住出租房没有发生过一起火灾.截至目前,所有的沿街商铺和居住出租房都已经

按照文件规定和要求做好了相应区域的整改.说到工作的诀窍,王芳告诉记者,就是多走多

上门,挨家挨户去巡查,一次不行就多去几次.

每天巡查下来,王芳的步数平均都在一万多步.网格员的工作虽然很辛苦,没有假期,早

出晚归,但王芳还是选择坚守,继续用脚步守护着网格的安全,因为对她而言,能为社区的居

民排忧解难,能为推进平安社区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就是自己的工作意义所在.

资料５

进入２１世纪以来,中国社会转型呈现出加速的趋势,城市化水平不断提升,资本、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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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等要素的流动也日益加快,城市的公共治理问题也愈发显著.在逐渐浮现的各种新型城

市问题中,大量吸纳外来人口带来的社会阶层结构变动,显得尤为突出.深圳作为改革开放

进程中先行先试的经济特区,是流动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最高的沿海一线城市,因而,其治理经

验颇值得其他城市参考借鉴.

具体而言,深圳的经验一方面是综合化、网格化、技术化管理,如促进综管部门和公安城

管等部门之间的协作,前者负责各项信息的收集,后者则根据系统中的信息办理业务,处理问

题;同时根据执法人员数量将各辖区划分出大大小小的网格,配备相应的网格员定期巡逻.

此外,各部门的业务办理都通过统一的app联系起来,网格员上传巡查的问题,相关部门通过

app接受任务,完成任务后又将处理情况上传,就连网格员每天在网格内外的行动轨迹,都可

以通过app监测.这样的创新使得流动人口的管理手段更为规范、信息更为精确、内容更为

精细、部门之间的协作能力也大为增强.另一方面,深圳推动流动人口的渐进式市民化,逐步

赋予流动人口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吸纳其进入社区和政府参政、议政,进而实现对流动人口日

常生活更加深入的渗透.深圳的经验提醒城市治理者们,真正的城市治理,主要不是依靠完

善精密的防控体系,而是以人心秩序的契洽安定为基础.

三、作答要求

(一)“给定资料１”中提到“社会原有的‘双重治理结构’被瓦解了”,请根据“给定资料１”,

分析为什么“双重治理结构”会瓦解.(１５分)

要求:(１)全面、准确、有条理;(２)不超过２００字.

(二)“给定资料２”展示了当前基层民警的生存现状,假如你是参与调研的记者之一,现

需要撰写一份«关于改善基层民警生存现状的调研报告»,请你负责撰写“问题”和“建议”两部

分内容的提纲.(２５分)

要求:(１)内容全面、准确;(２)层次清楚,分条作答;(３)不超过５００字.

(三)如何做好城市社区的治理工作,直接关系到社会转型期城市的管理和发展,请你谈

谈“给定资料３”对我们做好城市的社区治理工作带来哪些启示.(２０分)

要求:(１)紧扣“给定资料”;(２)条理清楚;(３)不超过２５０字.

(四)“给定资料５”结尾写道:“真正的城市治理,主要不是依靠完善精密的防控体系,而

是以人心秩序的契洽安定为基础.”请结合你对这句话的思考,自选角度,联系实际,自拟题

目,写一篇文章.(４０分)

要求:(１)观点明确,见解深刻;(２)参考“给定资料”,但不拘泥于“给定资料”;(３)思路

清晰,语言流畅;(４)字数１０００~１２００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