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国考省级以上（含副省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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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分钟。其中，阅读给

定材料参考时限为 50 分钟，作答参考时限为 13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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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试者才可以开始答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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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试者应立即停止作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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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这是古代诗人对城市景色的描述，读之令人

心向往之。对一座城市来说，有水，才会更有灵气。水系建设不仅是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

部分，更是城市生态、形象和功能提升的重要途径。而充分发掘城市的水环境之美，则是

人居环境发展的大趋势和城市未来的发展方向。 

S 市城市水系长 120 公里，水域面积 630 万平方米，水系两岸绿地面积 1220 万平方

米。水系不仅是市民休闲观光、健身娱乐的重要场所，也是 S 市城市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城市建设上水平、出品位”的整体要求，城市水系管理处

将以建设“美丽水系”为总目标，努力打造优美环境。 

城市水系的美，不仅体现在水上，也体现在两岸的绿色中。经过多年的建设和维护，S

市城市水系整体绿化效果不错。但部分河道仍存在绿量不足、缺少色彩、管护水平较低等

问题。 

城市水系管理处负责人表示，今年，将在加强水系绿化管护的同时，重点对连心河两

岸绿化水平进行提升。 

对连心河沿线的重要部位，将进行高标准绿化整治，增加乔木数量；对河两岸的一般

绿地，将以种植灌木、彩叶树及野花组合的方式，丰富绿化色彩，增加整个连心河绿地靓

度。 

水是影响植物生长的第一要素。考虑到 S 市干旱缺水的实际，为提升连心河沿线绿地

管护质量，确保绿地浇灌到位，将在连心河沿线有条件的地方铺设管道 24 万米，实施喷

灌浇水。 



    
                             

 

为进一步提升水系绿化管护水平，水系管理部门将由粗放管理向精细化管护转变，通

过奖优罚劣、末位淘汰等措施强化管护，着力打造“水系形象”。 

由于缺少路灯等必要的照明设施，连心河晚上缺少了景观效果，附近居民休闲、散步

也很不方便。同时在社会治安方面，也存在着一定的隐患。 

“虽然岸边有路灯设施，但以前基本没亮过。”近日，记者来到连心河东岸时，小区

居民对记者说，“到了晚上黑漆漆一片，根本不敢往河边走。” 

经城市水系管理处调查，连心河两岸共长 102 公里，目前只有 10 公里路段上的路灯

能正常使用；5 公里路段上的路灯，因多年失修不能使用；另有 87 公里的路段上，没有安

装路灯。 

据了解，随着城市的发展，沿线小区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过去一些相对“偏僻”的地

段也成了繁华区域，两岸群众对连心河夜间照明提出了更高要求。 

针对群众需求，水系管理部门决定让连心河沿线亮起来，对不能使用的照明设施进行

维修，在需要照明设施的地段安装路灯。 

城市水系管理处有关人士表示，此次亮化工程，将重点解决周边生活区较多、但缺少

照明设施地段的照明问题。同时，为使照明设施成为连心河的一景，在节点部位选用一些

艺术灯具，使之与水系景观相协调。 

“太平河北岸应该多建几个停车场。”市民吴先生说。城市水系管理处负责人表示，

在便民提质工程中，将结合水系实际，紧紧围绕解决市民反映的重点、热点问题，大力完



    
                             

 

善服务设施建设。 

针对太平河、环城水系等距离市中心区较远的情况，为方便更多的市民前往游览，在

现有公交线路的基础上，城市水系管理处将积极协调相关部门，继续增加公交线路。 

为满足市民健身与观光的需要，将对太平河原有的 15 公里绿道进行完善。到 7 月底，

自体育大街到植物园新开辟的 35 公里绿道全部投入使用。同时，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

在连心河、太平河沿线选择合适地点，设立垂钓区；在两岸规划修建公共厕所、停车场等，

满足游人需求。 

水系管理部门没有执法权，成为当前城市水系管理工作中的一块“短板”。由于缺少

必要的执法权限，水系管理人员即使发现占绿、毁绿行为，也只能劝说、教育，而没有有

效手段进行制止和处罚。 

“如果人家听，还好一些，如果人家不听，我们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一位水系基层

管理人员感到很无奈。由于一些违法行为不能及时得到制止和处理，水系执法陷入了“管

不了、管不住”的尴尬局面。 

为解决这一难题，今年，S 市成立了城市水系巡查大队，对侵占绿地、烧烤、破坏设

施设备、私自下河游泳、河道排污等不法、不文明行为加大执法力度。 

尽管水系管理部门不断通过各种举措加强安全管理，但仍无法完全阻止人们下河野游

的行为，而随之发生的那些溺亡事故则让人揪心。 

对此，S 市水系管理部门大力强化安全体系建设，在水系河道易出现私自游泳等情况



    
                             

 

的不安全地段加装防护栏，并进一步加强安全管理。目前，已加装防护栏的河道达到 15

公里。 

日前，记者在太平河城市广场南岸看到，岸边已安装了一排绿色防护栏。城市水系管

理处监察安保科科长对记者说，这一段河道长 3.5 公里，现已全部完成护栏安装，装了护

栏后，在这里游泳的人明显减少了。 

今年秋季，水系管理部门还将在连心河等易下河游泳地段，加栽绿篱、灌木等植物 1.1

万米，并安装监控，及时发现、制止游泳行为。 

在加装防护栏的同时，水系管理部门还在水系河道沿线安装 800 块警示牌、悬挂 700

条警示标语，提示严禁游泳；并配备 100 名保安，维护水系河道安全秩序，保护群众生命

安全。 

资料 2 

某代表团考察国外城市水系建设情况，以下是代表团团长所做的考察笔记： 

●纵观世界范围内的一些著名河流，大多数经历了“先污染，后治理”“先开发，后保

护”的曲折历程。人们在遭受大自然的报复后，开始更加审慎地思考对河流水系的管理，

并在不断实践及摸索过程中，逐步形成较为先进的河流水系规划理念及成熟的管理经验，

值得我们借鉴。 

●英法两国的水管理体制不尽一致，但还是有许多共同之处，值得我们学习。英法两国

都建立了比较完备的水事法律法规体系，社会各界都能够严格遵守，一切水事活动都依法



    
                             

 

办事。法律明确规定了国家、地方等各级管理机构的责任、权力和义务；同时把参与水事

活动的各政府机关、部门、企业的职责明确分开，各自在法律赋予的权限范围之内充分发

挥作用。两国都对违规排污等违法事件进行严管重治。 

●英法两国在长期的工业化过程中，针对供水和水污染问题，通过立法不断改进水资源

的取水许可权属管理和水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工作，逐步完善管理体制，现已由过去的

多头分散管理基本上统一到以流域为单元的综合性集中管理。一切与水有关的活动均由流

域水管部门统一管理，具体可再按政、事、企分工合作，互相配合。 

●从上个世纪 70 年代起，一些城市化程度很高的欧美发达国家，开始重视对城市河流

湿地的保护，并着手对部分已经被破坏的城市河流湿地进行回归自然的修复，广泛采用“多

自然型河流”的理念建设城市生态河堤，构筑近、亲水的城市滨水空间景观等，在确保防

洪安全的基础上，恢复城市河流湿地的自然生态和环境功能。上世纪 70 年代中期，德国

进行了关于自然的保护与创造的尝试，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拆除被混凝土渠道化了的河道，

将河流恢复到接近自然的状态。 

●早在 1903 年，美国著名设计师葛里芬在澳大利亚新首都堪培拉设计方案中，提出了

一个人与自然融合一体的城市规划方案：在位于市中心的地带开凿一个人工湖，它将首都

一分为二。湖的东、西两端各有一座横跨湖面的大桥，又将全城连成一体。这座人工湖为

堪培拉城市整体空间的优美格局奠定了基础。 

●“人水共存”理念改变了传统的把洪水逐出城市的抗洪策略，提出城市水系应结合城

市土地利用规划和楼宇结构技术，通过不断提高区域水面率，调整雨水径流的下渗和蒸发

比例，逐步恢复水系自然循环之路。在维持水体生态平衡的同时，允许部分低洼地区作为

洪水期的滞洪区，把洪水纳入城市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了人水之间的和谐共存。 



    
                             

 

●“健康工作河流”理念既强调了保护河流生态系统的重要性，也承认人们适度开发水

资源的合理性，力图在河流保护与开发利用之间取得平衡。其关键点是，确保被管理的河

流既处在一种合适的工作水平上，又处在一种合适的健康状态中。“健康工作河流”理念

既强调保护和恢复河流生态系统的重要性，也承认了人类社会适度开发水资源的合理性：

既划清了与主张恢复河流原始自然状态、反对任何工程建设的绝对环保主义之间的界线，

也扭转了“改造自然”、过度开发水资源的盲目行为，力图寻求开发与保护的共同准则。 

●“动态河流管理”是从区域河流水系角度把流域作为一个系统进行考虑、分析。动态

河流管理吸取河道水系建设管理中以往的经验教训，在管理过程中依据河流生态、公众反

馈和新的信息，不断改进、调整管理方法。 

●在流域管理过程中，一些国家的合作分为两个层次，即国家之间的合作和地区之间的

合作。协作机制包括信息的交流，定期的会晤、协调，增加了双方认同和合作的机会。 

●英法两国的河道管理费用除来自防洪保安税、城市居民生活和工厂的污水排放费、特

殊工业污染费、罚款收费外，其余全部由政府拨款，为流域河道管理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

保障。 

●在英法两国，水管理活动不仅仅是政府的职能，也是沿河工厂、企业、农场主和居民

共同的利益所在。投资者或投资者集体，在参与计划的实施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各

类水务理事会参加重要的决策讨论，充分发表意见，使得决策具有广泛的透明度和可操作

性。对污染情况的监督，则主要依靠民众举报。 

●英法两国十分重视建立和健全各种监测网站。沿河的监测点，除了常规的水文监测，

更重要的是监测水质变化，并实时公布，供各界查询。完善的监测体系已成为管理部门决



    
                             

 

策及执法的重要依据。 

资料 3 

汉代许慎《说文解字》中说，“儒，柔也”。一个“柔”字，切中要义，味道全出。

宋词专家叶嘉莹先生在一档节目中就特地提到了中国文化的“弱德之美”。她由“儒”字

的“柔”这一本义出发，加以阐释，把儒家所代表的中国文化性格多维度地彰显出来了。 

“儒”字中含一个“需”字，“需”有“等待”之义。孔子就说过：“君子藏器于身，

待时而动，何不利之有？”孔子这里说的其实就是“需”的意思，它体现的显然是一种等

待的姿态。 

华裔英籍女作家韩素音，在描述一位华侨时说：“他是个中国人，有极好的耐心，能

等待和忍耐。”这的确典型而鲜明地体现了中国人所特有的品性。韩素音在参观走访了中

国内地之后，曾经感慨道：“我在这里重新发现了中国的弹性--它所固有的柔顺性，这使

它不受外界危机的影响，同时也使它克服一次又一次动乱。”因此，我们虽说“儒者柔也”，

但并不是说柔就是软弱无力，就是废弃一切作为。老子认为，“天下莫柔弱于水”，但是

“攻坚强者莫之能胜”，这正是“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的道理所在。俗话说的

“水滴石穿”，就是“以柔克刚”的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 

其实，我们只有通过“水”的意象，才能最真切地体味到“儒”之“柔”。柔是“水”

最为突出的特性。在中国文化中，以水喻道是有其古老传统的。譬如，老子说“上善若水”，

他还说“弱者道之用”，此所谓“弱者”指的就是水的柔弱。他又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就是说，水善于滋养万物而从不争夺，水中因此蕴含着大道理。管子就认为：“水者何也？

万物之本原也。”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我们知道，水是不定形的，它被放进怎样的容器



    
                             

 

中就成为什么样子的形状，但正因为没有一种固定不变的形状，所以才能变成一切可能的

形状，这正是“道”的品格。更为重要的是，它以隐喻和象征的方式，透露出中国文化的

传统性格。以水来比喻道的高明之处在于，它的意义是双关的：一方面确立了存在论的基

本意象，让人们能够由此及彼地去领会“道”的深刻内涵；另一方面又奠定了道德论的基

本取向，借助于水的“至柔”性格来凸显道德的品性。 

应该说，中国传统文化所采取的等待姿态，与儒家固有的“柔”的性格之间，是有极

深的渊源关系的，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人同自然界、同他人打交道的方式。 

在这里，不妨比较一下古典技术同现代技术在文化性格和文化取向上的分野，我们从

中可以更深切地体会出中国古代文化的柔性特点。这种文化取向塑造出来的古典技术，不

具有征服自然界的进攻性和侵略性。例如我国古代伟大的水利工程都江堰，就是采取因势

利导、巧夺天工的办法，而不是采取逆自然而行的办法，使大自然为人类造福。它可以涝

排洪、旱蓄水，通过自然而然的方式来对水加以调节。 

资料 4 

近日，“秋水长天 水美中国”采访团调研了 G 市的水生态文明建设情况。记者经过

走访发现，G 市某些区县的“水生态+扶贫”模式，对欠发达地区在保持青山绿水的同时

大力推进脱贫工作，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G 市以山地、丘陵为主，占总面积的 80.98%。全市溪水密布，河流纵横。G 江是 G

市最大的河流，其在市内各地又分布有一级支流两条，二级支流十条。资料显示，上世纪

80 年代，G 市所辖的三区十四县水土流失面积达到 28.37%。经过 30 多年的治理，部分

地区的生态环境有了明显改善，基本实现了从穷山恶水到青山绿水的转变。 



    
                             

 

周大姐五年前从上河县城回到了园村老家经营农家乐，记者沿河查看水草长势时，她

正在岸边洗菜，竹篮里盛满了自家地里产的水灵灵的白萝卜。 

“在县城打工时听说家里的河治好了，还建了漂流项目，就回来开个农家乐，现在每

年能挣十多万，比打工好多了。”周大姐的脸上带着笑意。 

石县大畲村村主任张某更是直言，“治理前这里就是穷山恶水，治理后可以种莲、种

烟、种水稻，还能发展旅游业。” 

大畲村的“南庐屋”始建于清朝乾隆年间，历经风雨仍巍然屹立，现在还有人居住，

是游客体验客家民俗文化的好去处。 

在“南庐屋”旁的一棵大树下，几位村民正坐在石凳上聊天，村里的年轻姑娘文文解

答了记者关于为何新房子没人住的疑惑，“这是村里统一规划，我们出钱盖的，建好时间

不长，有些人家还在装修呢。” 

当记者到达宁县还安小流域时，县水保局副局长符某站在种满了脐橙的山坡上介绍了

小流域治理的诀窍：山顶戴帽涵养水源，山腰开垦梯田种果，山窝挖塘筑库养鱼和供水抗

旱。 

据悉，在小流域治理过程中，宁县坚持把水土流失治理和现代农业发展结合起来，把

小流域治理同水保科技示范园建设结合起来，按照“整体规划、分步实施、多业并举、滚

动发展”的思路，通过项目资金扶持，引导治理大户--绿森现代农业生态科技开发有限公

司，租用了 1500 多公顷水土流失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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