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 年贵州省考申论 A 参考解析（考生回忆版）

第一题：“给定资料 1”提到：“只要学会以‘一米’的高度看城市，才能让儿童真正感受

到城市的关怀与温度“，请谈谈 N 市围绕这个方面做了那些工作。（20 分）要求：全面、

准确、有条理。不超过 300 字。【参考答案】这句话意在强调，城市建设要尊重儿童，把

“儿童友好”融入城市建设的设施和服务中。N 市做法有：一、“硬设施”方面：1.出台城

市儿童友好空间建设导则，根据城市基础和儿童数量打造有形的基础设施空间。2.建设儿童

友好基地、友好空间、儿童议事组织、儿童之家，创新推出异动母婴室等，便利儿童。二、

“软服务”方面：1.出台全国首个儿童友好公共服务建设地方标准，从明确法律保护等八个

方面，打造无户籍、无地域差别的儿童公共服务体系。2.以城市非遗文化为基础，通过举办

科普等亲子娱教活动，融入有趣元素，引导儿童了解和学习传统文化。3.启动流动图书馆计

划，用大巴车送书到孩子身边，在社区学校设立服务点，方便孩子借阅书籍。4.将儿童友好

理念融入产业发展，提出“中国儿童产业”概念，从政府、企业和消费者层面提出儿童友好

发展建议，提高儿童和家庭产业供给服务。

第二题：请根据“给定资料 2”，谈谈 N 省加快推动内外贸易一体化发展过程中为什么会

“好事多磨”，并提出推动“好事成真”的建议。（30 分）要求：（1）分析全面准确、

建议切实可行；（2）条理清晰，语言精炼；（3）不超过 400 字。【参考答案】一、“好

事多磨”的原因：1.“三同发展补贴”宣传落实不到位；2.与省外“三同”认定程序、认定

标准、申报材料，补贴标准，产品标识不统一。3.营商环境存在隐忧，货款被拖欠，被竞争

对手恶意差评，产品内销，企业疲与多个政府部门对接。4.企业多为外贸代工，订单不稳定，

缺乏自主品牌和渠道和渠道。5.知识产权制度不完善，缺乏原创登记备案即时性保护制度。

二、“好事成真”的建议：1.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减少企业与政府部门对接部门窗口，组织



专班及时解决企业货款拖欠问题，严厉打击扰乱市场环境行为。2.通过新媒体、行业协会等

方式，加大对“三同”政策补贴的宣传推广落实。3.引导和帮助工企业建立自主品牌，帮助

扩宽销售渠道，打通供销上下产业链。4.与外省政府部门对接，商议制定“三同”认定统一

标准，打通政策堵点。5.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建立原创登记备案即时性保护知识机制，大家

侵权仿冒行为。

第三题：根据“给定资料 3”，自拟标题，为《H 市日报》写一篇关于 H 市做好毕业生就

业工作的短评。（40 分）要求：（1）观点明确，简明得体；（2）紧扣材料，重点突出；

（3）逻辑清晰，语言流畅；（4）不超过 500 字。【参考答案】政府搭台，青年“唱戏”

就业乃民生之本，社会稳定之基石。青年大学生的就业创业更是关乎千家万户，关系到每个

大学生的前途和希望。H 市为了做好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工作，出台政策，实施就业助力举措，

全力做好就业保障工作，为大学生就业创业保驾护航。一是全力做好青年毕业生的就业保障

工作。推出免费过渡公寓服务举措，实施“外来青年助业计划”等服务措施，帮助青年进行

就业过渡，同时，有助于青年梳理就业思路；要求 H 市各大学积极打造就业平台、拓展就

业渠道，提供就业经验分享等服务；出台政策，为青年毕业生提供住房及生活保障服务，同

时，做好就业意向摸底调研，积极为高校毕业生与企业之间牵线搭桥，促进就业。二是出台

创业政策，鼓励多种形式灵活就业，倡导回到家乡投身“农门”。H 市印发通知，对 2 年

内实现灵活就业的青年大学生给予社会保险补贴，提供各类培训，降低试错成本，给予一次

性补贴及企业补贴等；另外，积极鼓励大学生回乡创业，投身“农门”。青年稳，则社会稳。

青年毕业生的就业问题，是政府的核心工作，需要政府为主导，做好政策的出台、落实，宣

传引导等，同时，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工作也需要家人和社会的理解和包容，更需要青年大学

生的自立自强。



第四题：“给第资料 4”提到：数字时代的城市治理，不只需要冷冰冰的数据、硬邦邦的机

器，而且更要通过海量的数据、完善的基础设施，先进的科学技术、人性化运作机制等，让

城市更加亲切，更有效率。”，请深入思考这句话，参考给定资料，联系实际，自选角度，

自拟题目，写一篇文章。（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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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12000 字。【参考思

路一】标 题：以“数”提“治”，加“数”前进分论点：完善城市治理据要素建设，夯实

城市治理“基础力”分论点：构建城市数字化治理体系，提高城市治理“协同力”分论点：

推进数字化与人性化融合，提升城市治理“温度力”【参考思路二】标 题：数字化时代，

“数字化”城市第一段：背景+过渡+总论点（数字化时代，信息技术应用社会的方方面面，

也打通了城市治理的“神经脉络”，让城市治理既高效，又有温度）第二段：过渡段（数字

化城市的应用场景举例）第三段：信息化、智能化、智慧化，是“数字”城市的特点。第四

段：“数字化”城市，以“数字化”服务于工作和生活。第五段：“数字化”城市，以“数

字化”提升城市治理水平，让城市治理有有温度、有效率。第六段：结尾

2024 年贵州省考申论 B 参考解析（考生回忆版）

第一题：请根据“给定资料 1”，谈谈光华街道是如何通过社区合伙人制度变旁观

者为建设者的。（20 分）

要求：全面，准确，有条理，不超过 300 字。

【参考答案】

以购买服务，共建共享，资源共筹等途径整合各类资源，创新社区治理模式。党建

统领发动多方力量参与管理与服务。



1.邀请个人合伙人，社会组织合伙人，商企合伙人加入。打造党建会客厅，成为政

务便民快捷区，青年志愿活动区，金融助企惠民区。

2.开展形式多样的服务，打造居家养老照料中心，为老人提供居家照料等服务。联

合老年大学，开设各类课程，丰富老人业余生活。

3.出台奖励机制对合伙人进行评选，可优先获得老年大学免费课程名额等，营造人

人有责，尽责，享有的社会治理氛围。

4.引导居民主动关注社区事务，了解社区建设，收集社情民意，协商议事，社区重

大决策合伙人全程参与，每月召开联席会议，制定需求清单，由合伙人认领，扩展服务

内容。

第二题：市里拟评一批乡村振兴典型案例，请根据“给定资料 2”，为妙坝村拟写

一份参评材料。（30 分）

要求：紧扣资料，内容全面，逻辑清晰，语言精炼。不超过 400 字。

【参考答案】

关于妙坝村参与乡村振兴典型案例评选的参评材料

妙坝村通过桑蚕产业蜕变为了 b 县石子乡的发展标杆。故推选其参加本次评选。具

体理由如下：

一、党建引领厘清发展思路。书记带领干部走村入户调研，分析现状，权衡利弊，

依托养蚕基础重走“蚕桑路”。组建合作社村集体资金入股。邀请专家和农技员传技术，

以此增强抗风险能力，提升蚕茧存活率和产量。



二、提升收入保障销售渠道。村支部牵线合作社与企业合作，积极争取项目修建养

蚕场所。安装智能化设备，支持合作社参与智能化养蚕经营；打造立体养殖，提高场地

利用率。将互联网、自动控制等集于一体，保证蚕茧产量和质量。

三、桑蚕种养分离经营。以合作社+农户模式收购有能力种植桑树但没有能力养蚕

的村民的桑叶，保障桑产业发展。

四、加长桑蚕产业链条。为中小学提供研学服务，面向游客提供桑葚采摘活动等。

妙坝村通过发展桑蚕产业增加了村民收入，除了带动本村发展，也带动了周边村社

区发展桑蚕产业。

三、为进一步优化“科技副总”进企业专项工作，请根据“给定资料 3”，写一份

F 区开展专项工作的情况汇报，供领导参阅。（40 分）

要求：进口资料，内容全面；（2）逻辑清晰，语言精炼；（3）不超过 500 字。

【参考解析】

关于“科技副总”进企业专项工作的情况汇报

F 区中小企业数量庞大，规模小、资源少、发展前景有限、高端人才匮乏，转型升

级难度大。在此情况下，F 区实施了“科技副总”进企业专项工作，下面是具体情况汇

报：

一、具体做法：（一）组织部牵头成立调研组，收集企业难题和人才需求，出台政

策引才，补齐企业短板。（二）建立“柔性借智，协调发展”的工作机制，委派工作专

班摸排，制定问题和需求清单，企业自主选择，按需引才。（三）畅通“能进能出”通



道，建立优胜劣汰考评管理机制，可享受津贴，支持与企业“一事一议”商定薪酬，建

立领导日常联系机制，配备人才服务专员。（四）开展长期的、全方位的合作，推动产

学研用深度融合。（五）主动链接“科技副总”科研团队，柔性引才干事创业。

二、取得的成效：（一）帮助企业提升各项能力，提高产品合格率和生产效率。（二）

改变了研发模式，深度融合，产品更容易落地、转化和应用，实现产业化。（三）调动

积极性，人才与企业融为一体。（四）经济效益显著，解决了企业各项难题，搭建各类

平台等。

三、未来方向建议：可与学校共建人才培养基地，开展培训，实现人才的双向互动。

以上情况，仅供领导参阅。

四、给定资料 4 中提到“城市管理中，硬件也要‘柔软’一些，如何平衡好，是对

管理者的考验。”请深入理解这句话，参考给定资料，联系实际，自选角度，自理标题，

写一篇文章。（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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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1000 字。

【参考思路】

标 题：城市管理的“柔软”智慧

总论点：城市管理要注重硬件设施的人性化，平衡好城市硬件与群众诉求的“度”，

彰显以人为本的理念。

分论点 1：城市管理要注重硬件的打造，体现城市的繁荣与宜居性。



分论点 2：城市管理要注重硬件的人性化，平衡好管理与民意之间的关系。

分论点 3：城市管理者要体现责任和担当，体现以人为本的“柔软”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