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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9 月 19 日天津市公务员考试 

《申论》真题 
一、注意事项 

1．本题本由给定材料与作答要求两部分构成，考试时限为 150 分钟。其中，阅读给定材料参考时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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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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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的答题区域作答，超出答题区域的作答无效。 

严禁折叠答题卡！ 

 

二、给定资料 

材料 1 

A县这座曾经一顿饭功夫就可以横穿的小县城，现在环线有了、广场大了、楼多了、街宽了、灯亮了，

到处显露着向大城市看齐的雄心。短短几年间，A 县城区面积不足 10 平方公里扩至近 20 平方公里，人口

由不足 10万增至 20万。变化如此之大，以至于不少人从外面回来，迷失在楼群车流之中，找不到回家的

路。一位种了几十年水稻的新市民说，进城不只是换个地方，更是换个活法。村头闲聊变成广场漫步，坐

便取代蹲坑，大超市冲击小卖部，城镇化的时代洪流一改农村长期封闭、单调的生活状态，带来了新的生

活方式。对于这种变化，乡亲们也有各种“吐槽”，规划落后、交通拥堵、环境脏乱、学校人满为患、公

厕难找、停车不便……从中我们体会到“城市病”正在向一些中小城市和新兴城镇蔓延。 

如果说种种“城市病”反映城市功能不全、百姓生活不便，那么城市发展的误区则挤压着人的发展空

间。城市建设铺摊子、摊大饼等做法还较有市场，不少基层干部面对大片“有奠基无下文”的项目用地也

是忧心忡忡。相比城市资源的空置，群众权益的“悬空”更让人忧心。 

专家指出，我们的城市化必须从“速度型”转向“质量型”，由“物质的城镇化”转向“人的城镇

化”。而人的城镇化中的“人”，既泛指全中国 13 亿人口，又重点指的是 8 亿具有农民身份的国民。尤其

是长期在城镇从事非农业的 2.6亿农民工群体。谈及城镇化只论及农民的城镇化，实际上是不全面的。因

为人的城镇化要求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这种一体化本质上是“城里人”和“乡下人”互化的过程，“乡

下人”到城市从事非农产品工作加快了城市的繁荣，“城里人”也理应带着资金技术到“乡下”经营农业

活动，给农业农村输血补钙。只不过“城里人”是自建国以来凭借城市户籍享受了“剪刀差”等带来的比

“乡下人”更多更久的公共产品等社会福利的既得利益群体。例如，“乡下人”曾向“城里人”免费提供

了几十年的“商品粮”、“商品棉”、“统筹提留款”等农副产品和资金供给。为了支持城市发展，农民和

农村几乎被“掏空”或“半掏空”，由此产生农民、农村生存与发展的严重贫血缺钙现象。所以，城镇化

与 8亿农民的利益格局调整关系最直接最密切，农民市民化是实现人的城镇化中最艰巨的关键任务。 

材料 2 

1988年，德国巴伐利亚州以及德国赛德尔基金会把我国某市南张楼村确定为“中德土地整理与农村发

展合作试验区”。德国人的经验来源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政府通过改善农村设施，使农村经济和

城市经济得以平衡发展，明显减弱农村人口向大城市的涌入，将农民成功地留在土地上的“巴伐利亚经

验”。这一经验 50年来成为德国农村发展的普遍模式。 

从地理位置看，南张楼村距离市区 20 多公里，当时有 1021 户 4000 多人。德国人看中的就是南张楼

村的“天然劣势”：不靠城、不靠海、没有大型企业、不靠近交通要道、没有矿产资源、人多地少，属于

中等偏下的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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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南张楼村的村貌很清晰，共四个功能区。村南边是已有 50多家企业的工业区，村东是大田区，

村北是文化教育区，村子中心地带则是生活区。 

村内全部柏油化的街巷把这个大村分割得井井有条，村民住房多为简朴、舒适的平房，每户的大门上

都有统一的门牌号，路两边都有路灯，并设置了垃圾箱。村里大部分农民所住的房子，结构和功能基本都

与城里的一样，如卧室与客厅分设、有室内卫生间、配备淋浴设施等。村子北边建有小学、博物馆、文化

中心和医院。一座清新典雅的红色三层楼房就是小学的教学楼，看上去并不起眼，但在这里，孩子们可以

接受被德国人称为“双元制”教育的素质教育。德国人特别重视孩子的动手能力，学校设有微机室、木工

室、图画室、玩具室。文化中心建有一个装备了现代音响设备的大礼堂，礼堂内有 1200 个座位，满足一

户一个的需要，每年 3月在这里召开村民代表大会时，大家按号入座。村里的娱乐活动也在这里进行。文

化中心前绿草如茵的广场、造型别致的雕塑，还有现代化的体育设施，让这里看上去与城市的文化活动场

所没有什么区别。村里还投资了 120万元修建医院，村民的小病小痛不出村就可以得到及时救治。 

村南边是占地 150 多亩的民营经济园区，织布厂、石油机械厂、面粉加工厂等 50 多家村办企业都集

中在这里。其产品销往欧洲、美国等地。去年全村的工业总产值为 2亿元，纳税 500多万元，占所在乡镇

财政收入的 90%。 

这里的工厂每年放两次假：秋假和麦假，各二十天，除此之外没有公休日。每天的工作时间是上午 7

时 30 分到 11 时 30 分，下午 12 时 30 分到 4 时，余下点时间，留给农民工们去照看自家的田地。“白天

进厂，下班种田，农闲进厂，农忙进田”，已经成了南张楼人主要的生活节奏，平均每个家庭都有一个劳

动力在村里的工厂上班。 

超市、美容美发店、移动营业厅、酒店、婚庆楼等鳞次栉比，凡是村民们需要的商品与服务，基本上

不用出村就可以享受到。村里设有通往附近县城的多条公交路线，即便出村也很方便。 

近年来，随着知名度的提高，南张楼村还诞生了一项新产业----旅游。依托“德国村”这一品牌，南

张楼村积极打造“省级旅游特色村”，建设民俗博物馆，修建中华袁氏博览园。现在，每年都有 100 多批

人到村里参观旅游。 

二三产业的发展，几乎消化了村里全部的剩余劳动力。除了上大学后留在外地发展和 210个村民仍在

国外创业，其他人都在村里工作生活，全村 4300 口人几乎没有一个人去城里打工，从这一点看，应当说

实现了项目的初衷。 

日前，南张楼村启动了社区化建设，成为周边 7 个村的经济、文化和居住中心。投资 2000 万元、正

在筹建的老年公寓，将成为全镇老年人住养、医疗、康复的幸福乐园。 

要问南张楼人的生活与城里人还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村民的回答很实在：“现在唯一与城里不一样

的地方就是还没有实现集中供暖。” 

村长也提到了“两点遗憾”：一是“没有听德国人的话修建停车场”，二是“没有听德国人的话将房

子建成青砖小瓦的四合院式”。20世纪 90年代初，德国人在全村规划了 4个停车场。可当时村民一辆车也

没有，谁也不认为修建停车场有什么用处。所以，在建设时毫不犹豫地把停车场取消了，尽管德国人一再

劝说“将停车场预留地暂时建成绿地也可以”，但那时村民连“绿地”这个名词都还没听说过呢！现在，

村里有各种车辆 1000 多辆，“车满为患”的现代人让人不禁想到了德国人的先见之明。房子为什么没有

按照德方的意见建成青砖小瓦的四合院式呢？20世纪 60年代以前村里的房子就是青砖小瓦式的，70年代

后才开始用红砖红瓦。所以，80年代末德国人提出用青砖小瓦建房时，村里人首先想到的是“倒退”二字。

村长说，“假如当初听德国人的话，将村民的住房全部建成青砖小瓦的四合院，现在恐怕光靠旅游，收入

就不是一个小数目。” 

材料 3 

老李是老上海人，他认为以前的上海最有人情味的地方，恰恰是那邻里间相互嘘寒问暖、亲近得几无

隐私可言的里弄（里弄，大致相当于北方的大院儿、胡同）。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城里人，和一个村里长

大的乡下人并没有什么两样；没有隐私，没有秘密，谁有多少斤两，大家心里都有数。因此，即便日后远

走高飞，各奔东西，重逢之日，对方如果要打听自己的情况，多半也不好意思拒绝。因为面对一个知根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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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的人，你根本就没有资格也没有勇气说出“隐私”这两个字。何况对方的打听，本身就透着一份关切，

而且是那种曾经休戚相关的人才有的关切。面对这份情谊，你岂止不忍拒绝，没准自己就有倾诉的欲望。

结果你不但会和盘托出，而且还会以同样的关切去询问对方。 

深圳人却不会这样。对于他们来说，这个城市是陌生的，这个城市里的人也是陌生的。公司里，单位

上，同事之间，谁也没有关心他人的义务，也没有过问他人的权力。相反，由于竞争是那样的激烈甚至残

酷，没准反倒有些提防。在这种情况下，泄露自己的隐私无疑是不智之举，打听别人的生活则难免居心不

良的嫌疑，还是互不干涉或心照不宣为好。至少是，许多人在决心闯深圳时，也都决心向过去告别，把历

史埋在心底。这种想法是“人同此心”的。你既然不希望别人了解你的过去，那就最好也不要向别人打听

现在，而一个人一旦坚守着某种纯属个人的秘密，也就意味着他有了一个私人空间，这个空间是有可能逐

渐扩大的，直至说出“我的生活与你无关”。 

深圳的前途在于创新。出入相友，守望相助，小国寡民，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这样的熟人社会

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深圳人应该直面移民社会、陌生社会自身的问题。人类法制史证明，移民社会最容易

认同法制。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早已告诉我们，从法律的起源来看法律是人类道德沦

丧、无法自治之后产生的。陌生人社会的不信任恰巧成为法律产生的心理基础，既然大家彼此缺乏交往、

信任的历史传统，讲良心道德不一定得到好报，那就干脆把理说在明处，制定一套法律规则，不靠良心而

靠强制力来维系。法律是不易自发产生信用的陌生人发明的强制性信用工具，是恶而不是善推动了法的产

生。深圳必须迈过法制这道坎，才能真正步入一契约为基础的现代市民社会。 

材料 4 

老张曾经居住的四合院已经于上个世纪 80 年代拆掉了，上面盖起了商贸大厦，老北京们搬到东西环

外，住进了楼房。偶然翻开北京地图，老张想起曾经在四合院里生活的一幕幕，他无限感慨：“原来，咱

也在‘文化遗产’里生活过！” 

四合院是华北民宅中的一种组合建筑形式，既不同于上海的石库门、山西的乔家大院，也不同于白墙

黛瓦的徽派建筑，更不同于福州三坊七巷的闽派民居。四合院是华北古老、传统的文化象征。北京四合院

或独家独户，或数户、十几户合居，形成一个符合人性心理、保持传统文化、邻里关系融洽的居住环境。

谁家做饺子了，都要给街坊邻里端上一碗，北京人的客气、有礼、大度、热情就是这么来的！尤其是谁家

有个红白喜事，街坊四邻纷纷解囊出手相帮的景象最让人感动。数代人的居住实践表明，住在四合院，人

与人之间能产生一种凝聚力与和谐气氛，同时有一种安全稳定感和归属亲切感。这与现代公寓住宅永远紧

闭大门的冷漠形成了鲜明对照。 

四合院也不是样样都好，老张说他生活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整个胡同只有两三个厕所，还都是旱厕；

还有用水，整个院子就一个水龙头，赶上用水高峰，往往要排队；四合院里没有暖气，到了冬天家家要生

一个蜂窝煤炉，不仅呛人，还容易煤气中毒。如今若回到了原先的四合院去居住，还真的有些不习惯了。 

以前，街坊四邻就是一个生活圈子，大都是熟人，熟人之间的约束力很强，讲得更多的是通过道德实现自

律和他律，通过关系互帮互助，也更讲求公共治理的一些理念，有事大家一起协商解决。而现在，原有的

文化传统因为诸多因素的改变派不上用场，原先讲求情谊、诚信、友善和互帮互助的传统礼俗会逐渐变淡，

文化传统中的那些优秀元素也就慢慢成为一部分人的集体记忆了。 

材料 5 

巴黎历史上就是法国和欧洲的中心。20世纪后半期，欧洲城市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城市发展规划调整

成为保持巴黎国际城市地位的有效措施之一。从内部空间发展来看，1958年在市区外规划建设了副中心拉

德方斯，使巴黎城市的历史轴线向西延伸。巴黎拒绝在市中心建高楼大厦，“顽固”地保留着千百年来古

都的文化传承，并通过巧妙的规划、设计，通过一条东西向的中轴线，将古城与新兴卫星城联系起来。 

拉德方斯位于巴黎城市轴线西端紧邻巴黎城的近郊区，经过 30 多年的开发建设，拉德方斯已入驻公

司 1500余家，可容纳 15万人就业，成为以商务办公为主，兼有会展、政府办公、商业、娱乐、居住功能

的欧洲最大的商务办公区之一。同时，在紧邻巴黎城外形成了一个风貌与城区截然不同的现代化的副中心，

其标志性建筑拉德方斯大拱门的建成，使得巴黎的历史轴线得到了延续和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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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巴黎在区域规划中首次提出建设新城，向外围地区疏散中心区过于集中的人口，并对自发形

成的郊区进行重整，新城作为郊区的“中心”，为周边居住区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和商业娱乐设施。目前，

在巴黎城的外围地区，沿塞纳河、马恩河、卢瓦兹河河谷方向的城市扩展形成了五座新城。新城的人口规

模为 10万人。这些新城中心距离城市中心巴黎圣母院较近，平均距离为 25公里左右；都有良好的公共换

乘系统，通过轨道交通与市区相联，快捷方便，但新城内部结构较为松散，内部交通主要依赖私人小轿车；

新城集聚了众多的商务、服务业、研发和轻工业等产业活动，成为巴黎大区新的增长中心。例如，为保证

职住平衡，增强新城吸引力，就近满足郊区居民工作需求和生活需求，新城功能较为综合，包括娱乐功能，

如马恩拉瓦莱建有欧洲迪斯尼乐园，为其直接提供了 1万多个就业岗位；每座新城都有自己的大学和众多

职业技术学院；新规划的社区都以低层、低密度为特点，在规划建设中注重与自然环境协调，巧妙地利用

了天然水系或人工湖泊，外围有绿带环绕，并与原有的城市化区域隔离开；巴黎的轴向空间发展战略既保

持了中心区的繁荣，较完整地保持了老城区的历史风貌，又为经济发展提供了组织有序的增长空间。 

材料 6 

余光中的散文《乡愁》不知拨动了多少人的心弦。因为“乡愁”是许多人都会经历的一种美好情愫，

只有在乡愁中对历史、对过去才有一种更深更沉的思索，也只有在乡愁中才有那份脑际依稀的记忆、那份

心灵执着的传承。 

记得住乡愁的最好物证就是那些在城镇化进程中即将消失的古老村镇，这些村镇历史悠久，虽破败不

堪，重修乏力，却能激起无数人的乡愁。它记录的是上辈人曾付出的努力和曾有过的辉煌，它的沧桑反而

是在陈述着人类发展的历程，见证时代的缩影。鉴古通今，回头看才能更好地向前走，正如诗人诺瓦利斯

说的：“哲学就是一种怀着乡愁寻找家园的冲动”，所以保持好古村镇还有更深层次的精神价值所在。可

是在匆匆忙忙的城镇化进程中，开发者的手下更多的是一种除旧革新的盲动，借着城镇化建设之名，修缮

往往成为翻建。为了满足眼球的一时兴奋之需，新建筑、新景观比比皆是，可是哪里还有“桃花依旧笑春

风”呢？这又怎能勾起乡愁的思绪？相反，油然而生的是一份失去“乡愁”的永恒惆怅。 

在城镇化的大拆大建中，越来越多的城镇，抛弃了厚重的文化底蕴，变成“千城一面”的新城。在当

今的城镇化建设中，自然生态、文物、古居民区被一步步“蚕食”，而它们又具有稀缺性、脆弱性和不可

再生性，一旦被毁坏就无法还原。故乡没有了老树、老房子、乡愁去哪找寻？ 

材料 7 

失地农民从乡下人变成了城里人，乡镇变成了街道，生活也更加便利了。但是生活方式城市化了，原

汁原味富有个性的传统文化却变淡甚至消失了。现在住进了楼房，用上了自来水，周围也修建了城镇广场、

图书馆、文化馆，但有时就是觉得心里空落落的。觉得生活的滋味没有以前浓厚了，千姿百态的传统生活

方式、文化习俗、村规民约等文化样态，只能在村庄里得以完整而富有个性的保留。传统的农事耕作、放

牧与土地、牲畜、气象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节气、天象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都是重要的因素，围绕着这些

产生了独具特色的文化。例如，什么节气种什么庄稼、怎么饲养牲畜，看太阳月亮星辰云彩的变化就能辨

识出的时间、预报出天气的变化等。这些都是在生产生活中形成的最为宝贵的传统文化。不管现代技术多

么先进，这些与大自然的有灵性的原始沟通，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是必不可少的，它是人类精神之源。我

国宋代大儒程明道说过：“观鸡雏可以知仁。”日本学者河西太一郎在他的《农民问题研究》中这样描绘：

“再把这样几百年以后的人类群众生活想象一下……农工业的调和，农村和都会的融合，乃是那个社会的

底色。在那社会所存在的，可以说是‘农村式的都会’或是‘都会式的农村’……那样的时代的文化才能

算是真正意义的人类的文化。” 

 

三、作答要求 

(一) 根据“给定资料 1”，阐述你对其中“谈及城镇化只论及农民的城镇化，实际上是不全面的。”

这句话的理解。（20分） 

要求：理解准确，表达顺畅，条理清楚，简明扼要。不超过 300字。 

(二)根据“给定资料 2”，假设你是一名市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在“中德土地整理与农村发展合作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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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项目合作之初，请以市政府的名义写一个工作计划。（20分） 

要求：观点明确，表述准确，条理清楚，简明扼要，不超过 400字。 

(三) 根据“给定材料 5”，总结巴黎城市化建设的成功经验。（20分） 

要求：理解准确，语言流畅，条理清楚，概括全面，不超过 300字。 

(四)结合给定资料中关于“乡愁”的表述，自选角度，自拟题目，写一篇议论文。（40分） 

要求：（1）中心明确，观点鲜明；（2）论述充分，结构完整；（3）语言流畅，书写工整。字数 1000

字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