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嘉峪关辅警考试有多少道题

一、第一部分　言语理解与表达（本部分包括表达与理解两方面的内容。请根据题
目要求，在四个选项中选出一个最恰当的答案。）

1、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______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协议。
填入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

 A． 成立

 B． 建立

 C． 确立

 D． 确定

《正确答案》
C
《专家解析》
C项，“确立”指牢固地建立或树立，与“劳动关系”是惯用搭配，符合语境。

2、“                    。”我国自古以来就有勤俭节约的光荣传统，尽管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但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还要坚持。在保证人民群众美好
生活需要的前提下，减少不必要的资源消耗和浪费，在全社会形成以节约为荣、浪费为耻的文化氛围，形成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消费习惯意

义重大。

填入画横线处最恰当的一项是：

 A．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B．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C．财有限，费用无穷，当量入为出

 D．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正确答案》
D
《专家解析》

横线在文段开头，且加了双引号，故横线处所填语句对后文起到话题引入、前期铺垫的作用。分析可知，后文围绕勤俭节
约、反对浪费的话题展开，故该处应与之话题保持一致，D项“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意思是每
一碗粥、每一碗米，都要思考它们是来之不易的；半丝半缕的衣物都要想到物力的艰难而加以珍惜，强调勤俭节约，符合文
意，当选。

A项，“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意思是谁知道我们盘中的粮食，它们粒粒都凝聚着农民的辛苦，通常用于节约粮食的语境，
表述过于片面，排除；

B项，“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意思是从节俭到奢侈容易，从奢侈到节俭困难，文段未体现“奢侈”及二者的转化，无中生
有，排除；

C项，“财有限，费用无穷，当量入为出”意思是钱财是有限的，但是消费却是没有止境的，应当计算自己的收入和支出，该句
侧重于依据自己收入的多少来定支出的限度，文段并未体现，无中生有，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D。

【文段出处】《理解“节约”的三层战略含义》

3、下列句子中，语序最恰当的是：

 A．参加集体婚礼的新人们今天早上都在滨江大道上在摄像机镜头前向大家笑容甜蜜地挥手致意。

 B．今天早上都在滨江大道上参加集体婚礼的新人们在摄像机镜头前笑容甜蜜地向大家挥手致意。

 C．在滨江大道上参加集体婚礼的新人们今天早上都在摄像机镜头前笑容甜蜜地向大家挥手致意。

 D．今天早上在滨江大道上参加集体婚礼的新人们都在摄像机镜头前笑容甜蜜地向大家挥手致意。

《正确答案》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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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解析》

根据选项内容可知，均为记叙的内容，依据记叙文六要素，应按照“时间、地点、人物、事情的起因、经过、结果”的顺序。
“今天早上”为时间，“在滨江大道上”为地点，“参加集体婚礼的新人们”为人物，“在摄像机镜头前笑容甜蜜地向大家挥手致
意”为事件，对应D项。

A项，“参加集体婚礼的新人们今天早上都在滨江大道上在摄像机镜头前”语序错误，时间、地点应该放到人物之前，排除；

B项，“今天早上都在滨江大道上参加集体婚礼的新人们”语序错误，“都”应该放在主语“新人们”之后，排除；

C项，“在滨江大道上参加集体婚礼的新人们今天早上都在摄像机镜头前”语序错误，时间应该放到地点之前，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D。

4、把下面几个句子组成语意连贯的一段文字，排序正确的一项是( )。

（1）北宋时隐居龙山的孔畋，据称有田数百亩。

（2）山林是一个隐秘的宝库，为隐士们供给了衣食住等诸方面的所需，以维持他们最基本的生活。

（3）但是大多隐士并没有这么幸运，特别是山林隐士，往往是清贫的，为了“讨生活”，他们还是需要从事一两种职业，以谋生计。

（4）还有一些隐士得到了官府的赏赐或官员赞助，也饶有资财。

（5）这些隐士，大抵可以过着超然世外的生活。

（6）陈抟就屡次被皇帝接见，受到赏赐，他隐居的华山云台观也为官府修建。

（7）但有时候，这并不足够。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隐士》里曾说:“凡是有名的隐士，他总是已经有了‘优哉游哉，聊以卒岁’的幸福的。”

 A．1-4-6-5-7-2-3

 B．1-6-5-4-3-2-7

 C．2-7-1-4-6-5-3

 D．2-3-1-4-6-7-5

《正确答案》
C
《专家解析》

对比选项，确定首句，首句分别为（1）句和（2）句，（1）句介绍孔畋有百亩田，（2）句介绍山林能为隐士们供给所需，
维持他们最基本的生活，根据逻辑顺序，应先引出山林为隐士们供给所需的观点，再具体举例某个人来支持观点，故（2）句
应在（1）句之前，排除A、B两项。

继续观察，发现（7）句出现转折词“但”，对比C、D两项，（7）句前分别是（2）句和（6）句，（7）句介绍不满足于这
些，有名隐士还有更多的幸福要追求，（2）句介绍山林能为隐士们供给所需，维持他们最基本的生活，可与（7）句构成转
折，故（2）（7）两句可以构成捆绑，C项当选。（6）句介绍陈抟受皇帝赏赐，与（7）句话题不一致，无法构成转折，
（6）（7）两句无法构成捆绑，排除D项。

故正确答案为C。

【文段出处】《住在云山深处：隐士的衣食住行及其他》

5、“梅瓶”一词，最早见于宋代，多是当时文人对瓶中插梅审美意象的吟咏，与今人习称的“梅瓶”无关。宿白先生指出，今人所称的宋代“梅
瓶”，宋人称“经瓶”，并称这种长腹瓶为“经瓶”的原因，重在用“经”道出其深细长腹的特点。故宋人又称其为“长瓶”。明人并无“梅瓶”称谓，所谓
明代“梅瓶”，实为明人流行的盛酒之具，明人多以酒樽、酒瓶名之。今人“梅瓶”之称谓，多援引清末许之衡《饮流斋说瓷》中“梅瓶······口径之
小仅与梅之瘦骨相称，故名曰梅瓶也”的说法。不过，“梅瓶”插花在晚明已成风尚，而且，从文献来看，今人“梅瓶”之概念，至迟在清康熙年间
已形成。

对这段文字理解正确的是（ ）。

 A．今人所称的“梅瓶”最早为宋代文人吟咏插梅之物

 B．宋人称“经瓶”为“长瓶”是据其深细长腹的特点
 C．明代多用于盛酒的“梅瓶”到清代始为插花的器皿

 D．清康熙以前“梅瓶”的外形和功用一直处于发展中

《正确答案》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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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32807213400

5006025

https://d.book118.com/328072134005006025
https://d.book118.com/3280721340050060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