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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四川公务员考试申论试题题（县乡卷）

一、给定材料

材料一

2019 年 5 月 16 日，四川齿轮厂 100 余名老职工重返“娘家”。川西味道的矮墙上，月季绽放，樱桃成熟，

破产的老厂“长”出了一个花园式社区。“哎哟，没走错地方嘛？”古稀级的“年轻人们”故作惊讶，玩笑过后，

鼻子却隐隐有点发酸。这片“蜕变”的土地，承载了他们今生的芳华，没有辜负故人多年来的魂牵梦系。

1958 年，来自天津内燃机和齿轮厂的 200 多名干部职工来到遥远的四川支援“三线建设”，同原成都拖拉

机厂职工一起，组建起了四川齿轮厂（以下简称川齿厂）。1983 年，岷江齿轮厂并入川齿厂，国外先进生产线

陆续引入，川齿厂步入了发展巅峰时期，一度雄踞全国机械行业定点生产变速箱和齿轮配件的主要工厂队列。

然而，辉煌过后的川齿厂在上世纪 90 年代逐渐衰落，2005 年宣布破产，至此走完它 45 个风雨春秋，留下一群

独守记忆的川齿人和一座座废弃的厂房。

川齿厂是计划经济年代的翘楚国企，毕业于各大名牌高校的菁英不在少数，厂子破产，对当时川齿员工的

打击是巨大的，大家难以接受。“厂子怎么能说没就没了？3000 多名职工哪里去？家属生活区谁来管？”莲花

社区党委书记介绍说，“厂子刚刚破产那会儿，士气非常低落，除了经济上的忧伤，职工们还有心理上的不忿。”

2005 年，属地县委、县政府对破产清算后的川齿生活区实施社区管辖，组建社区党总支、社区居民委员会

筹备小组，并命名为莲花社区。社区面积 0.78 平方公里，辖川齿、牧山园两个居民小区，常住人口近 8000 人，

有共产党员 498 人。

“企业没有了，未来的生活、工作怎么办？”关键时刻，以张大姐为代表的川齿人保持了共产党员和“三

线建设者”应有的定力，她主动请缨加入莲花社区筹备组，直面破产企业家属区转型的阵痛。

在长达 8 年的社区筹建过程中，莲花社区经历着从老工业单位小区向城市社区的艰难转型，整治环境、拆

除违章建筑、安装路灯、收水电费物业费……实施的每一步，都遭到强烈抵制，推进得异常艰辛。每一次，社

区都以极大的诚意争取到老党员、老干部、老职工的支持，他们和社区干部并肩站在矛盾冲突的第一线，率先

垂范、主动作为，成为小区志愿者队伍的骨干。

“之前这里杂草丛生、污水四溢，居民违章搭建也多，存在极大安全隐患。”社区老党员邹发洪师傅介绍，

社区多次召开坝坝会和居民代表大会征集意见，但由于年代久远，涉及住户较多，拆除工作难度非常大。社区

老党员志愿者知道情况后，主动上门挨家挨户做工作，最终将各处违建悉数拆除。日子一天天过去，曾经漆黑

的路灯亮了，曾经屡被水淹的道路水患消除了……

属地县委、县政府努力帮助下岗职工就业，招聘会直接开到社区，并为大家实施住房改造等民生工程，越

来越多的居民生活不断改善，他们感受到党委政府的诚意，心气儿平了，信心足了。

2014 年 1 月，第一届莲花社区居民委员会通过民主选举产生，张大姐高票当选主任。“我们把全部的青春

甚至一生都放在了这里，本来就是一家人。”1965 年，3 岁的张大姐随支援“三线建设”的父母从天津来到川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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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在这里学习、工作、成家，见证了这里的变化。她告诫自己：“我要坚守，我要传承川齿精神，努力让大家

过得更好，让家园更美。”

2017 年，为进一步彰显社区的历史文化，莲花社区两委班子决定将原川齿厂的老旧物件作为社区的独特装

饰，让居民睹物生情，重新凝聚在一起。大家伙儿听说后，一个个都开心地翻箱倒柜，踊跃捐赠，恨不得把自

己的整个青春都展现出来，跟参观者无言交流。

2018 年，利用上个世纪 70 年代修建的防空洞打造的、占地约 900 平方米、具有“三线精神”特色的党史

教育纪念馆“川齿记忆”落成。室内展厅陈列了老设备、老齿轮、老照片、老物什儿，诉说了老川齿人曾经背

井离乡，为支援“三线建设”开拓进取和无私奉献的金色年华，重现了老川齿人埋头苦干、自力更生扛起国家

富强的责任与担当，牢记嘱托与使命，建设美好家园的场景。展厅外部通过标语、设备、器材的展示，重现了

老川齿艰苦奋斗的历程，拖拉机、大型机床等物件作为辉煌历史的见证，烙下了那段峥嵘岁月的印记，呈现了

老川齿人奋斗和拼搏的精神。

为了讲好川齿故事，莲花社区发动 15 名党员组建党史宣讲小分队，以见证人、参与者、建设者的身份话川

齿旧事、讲奋斗革新，打通普通群众参与党史学习教育的通道。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主动参与到社区发展治理

中。92 岁的老党员主动加入社区党员志愿服务队，70 岁的老工人主动当起河道护管员。90 后年轻一代，愿意

留在社区了，远在国外的莲花社区子弟，也想回来看看了。社区居民们说，“这里既有新楼盘的环境，又有老社

区的人情味，跟以前比简直就是脱胎换骨，确实相当安逸。”

材料二

自从家门口的小公园和附近街道提升改造后，65 岁的辛奶奶下楼勤快了。“到处面貌焕然一新，环境干净

整洁，尤其是这些座椅，又好看又好用。”辛奶奶坐在座椅上向记者分享着，“约朋友坐在这儿聊天，心情可舒

畅了。”

辛奶奶家附近，一些独具匠心而又与众不同的创意座椅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公园里，一个废轮胎，安装 3 根 30 厘米长的钢管，就是一个简易凳子；两个轮胎摞在一起，上面穿上编织

绳，就是一个软座沙发。新华路上一家饼店外，利用商铺与人行道之间的阶梯空间，用啤酒箱加软垫的方式打

造的休憩座椅，成本不算太高，却一不小心成了店招，让门店成了人气打卡的“网红”。科苑路一家文具用品商

店前的公共座椅，巨大醒目的木夹子造型，凭借文艺范儿，成了店铺气质担当，吸引了不少人驻足欣赏和试坐。

小小的一把座椅，不仅方便了市民的休闲和生活，也成为城市景观的一种点缀，彰显着一个城市的温度，

犹如一把钥匙，撬动的是城市新空间的活力、魅力，塑造出温暖动人的城市表情，整个城市空间变成了“家的

延伸”，许多人在这里找到了交流的乐趣。

文化公园的一处廊架下，几位大爷正低着头、弯下腰对弈，灰色的布料棋盘铺在一把居民自带的木椅子上。

“这里要是能放几个石桌、石凳或几套棋盘座椅，我们下棋就方便多了。”一位大爷指着廊架说。放学时分，莲

花小学北门外的小公园内人声鼎沸，有的孩子在拎着书包站立的家长群中钻来钻去。公园里仅有 5张座椅，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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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座椅上都挤着两三位家长。趁一位家长起身离开的工夫，记者看到这张座椅的木条两端已经断裂，“都是刚装

设不久就坏了。”一位家长说，“这些设施由谁建、归谁管，也没有个标示，坏了该向哪里反映我们也不晓得。”

家住学府园附近的王老师，坐在 2米多长的深棕色木条座椅上听着音乐。“这儿的人比较少，我图的就是这

份安静。”王老师笑着说。学府园原为闲置的林地，为方便市民休憩，管理部门在穿林小径自然区设置了具有线

条美感的弧形木制座椅，通过半围合空间设计体现趣味性。美中不足的是，有的座椅上覆盖着一层灰，有的还

有明显的脚印，有的座椅下面还有垃圾，让很多人想坐却坐不下来。

“建公共座椅还是容易的，后期的管护才是真正的难关。我看到有新闻报道，S市发动社会力量对公共座

椅进行‘认养’，就是很好的一种探索嘛。”

2019 年，南翠屏公园提升改造，5 套造型独特、科技感十足的智能座椅在公园里“安家落户”。智能座椅的

靠背是金属材质，座面是透明玻璃，下面安装的是黑色太阳能板。“座椅装有太阳能供电系统，具有一键报警、

手机 USB 充电等功能。刚安装时，这儿还曾是‘网红’打卡地。”工作人员小林介绍。“一把椅子还挺有科技含

量的嘛。”坐在椅子上的一对老年夫妇对座椅称赞不已，“这些智能座椅已安装 3年了，我们经常来这里，还不

知道有这些功能呢，可惜了。应该把信息醒目地贴出来，让大家了解。”

公园里呈半月形弯曲的石条上设置着一个个黄色的钢质座椅，看上去挺漂亮的。“这些椅子用起来怎么样？”

记者问一对母女。这位母亲说，女儿就在附近上学，放学后孩子很喜欢到公园里玩一会儿再回家，“这椅子现在

还能用，但一到夏天就特别烫，没法坐人。到了冬天又特别冰，穿长羽绒服也不敢坐，感觉设计感大于实用性。”

另一位居民告诉记者，有些附近的居民来这里，会随身带着坐垫。

府南路上有 3 处利用绿化花台改造的座椅，花台石被切掉一截，上面用褐色窄木板铺成椅面、椅背，座椅

前便是人来人往的灰砖步道，一条黄色盲道就在脚边。“这些椅子是 2022 年有关部门在道路改造中应附近老人

需求装设的，这一做法可谓想民所想，值得点赞。但椅子安好了，却很尴尬。”家住府南路的居民李先生说，“这

几处椅子，靠背与座面呈 90 度直角，靠背很矮，边角尖锐，身体向后靠时，会硌得背疼。还有就是，坐下去脚

自然会伸出来，这就占了步道、盲道，容易和行人发生冲突。站起来吧，腿向后收，脚就会磕碰在石墩上，很

容易向前栽倒，这对老年人来说很不友好。”

一处公共座椅的背后紧邻着三层小楼的墙体，墙体上装有 10 余台空调外机，其中一张座椅的椅背正对着一

部空调外机。“这排座椅能坐是能坐，就是老担心空调会砸下来。”“你看座椅上落的全是灰，即使有人坐，也是

倾着前身小坐休息一下，不敢太放松。”几名附近居民纷纷说道。

C市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公共座椅是公共空间中与人接触很密切的产品，为行人提供了宝贵的休息空间，

让人们在快节奏的城市生活中换得“浮生半日闲”，最终指向居民体验感和获得感。座椅虽小，背后却涉及了市

政、绿化、市容等 6个不同部门，每个部门都有关于座椅标准的规范，要优化设置并不容易。怎么“坐”到老

百姓心坎里？需要做更多的工作。

材料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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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30 日，邛崃市天府现代种业园内的上千亩水稻刚刚收获，稻田内铺满了金黄的秸秆。金色的原野上，

一栋栋展馆大楼拔地而起，和田野融为一体。

作为国家在西南首批布局的唯一国家级种业园区，邛崃市天府现代种业园堪称四川种业“最强大脑”。国庆

假期，园区在建项目施工现场仍一片繁忙，工地上塔吊林立，工程车往来不断。

早在 2015 年，邛崃市政府就抢抓先机，积极推进把第一批国家级种业园落户邛崃，将其列为《四川省“十

四五”现代种业发展规划》良种繁育能力提升工程的重要规划之一，为中国西南“种业硅谷”高端种业的集群

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从 2018 年园区成立以来，项目建设就如火如荼，作为全省唯一一个以“大种业”发展为基础的功能园区，

天府现代种业园从种业的研发、生产、推广、服务等关键核心环节全产业链推进种业发展。园区规划建设 38

个项目，其中政府投资 14.5 亿元，撬动社会投资 34.98 亿元。目前，2.1 平方公里总部区已基本成形，种子检

测中心、种业科创中心、种业实验中心、种业博览中心等入驻园区，进而形成种业的“诺亚方舟”。邛崃市天府

现代种业园管委会易主任说：“现代种业园承担着振兴种业的重任，要尽快建成发挥实效。”

正在建设的种质资源中心库，建成后将保存 45.4 万份植物种质资源、5万份食用菌种质资源、26 万剂水产

种质资源以及 105.2 万剂畜禽种质资源。每逢有人好奇地提出疑问，Y主任会这样解释：“如果说种子是农业的

‘芯片’，种质资源就是‘芯片’中的‘芯片’。”

初春的成都平原，广袤沃野铺上了新绿，金黄的油菜花在春风拂煦中悄然绽放，经过蛰伏的一粒粒种子破

土而出，在阳光的照耀下拔节生长……

“看，这一大片都是我们的试验田，现在看来，长势不错。”3月 2日，记者来到邛崃市天府现代种业园，

从四川农业大学水稻研究所教授、四川荣稻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李平手指的方向望去，金灿灿的油菜花正盛

开着。“这是我们今年推广的浓香型油菜品种荣香油 001，这种油味道特别香，很适合用于川菜烹饪。”李平在

田埂边蹲下，仔细观察着一株油菜的长势。

“你觉得这和你以往看到的油菜花有什么不一样？”面对李平抛出的问题，记者一时并没有看出差异。看

出记者的疑惑，李平又给出提示，“你仔细看看植株基部。”这时，记者发现，荣香油 001 的植株基部从很低的

地方就有了分枝，且分枝之上还有分枝，每个小分枝上开了几十朵花。

“对了，就是由于分枝较低，抗倒性就比较好，分枝多，在产量上也能提高不少，且适宜机械化收割。”李

平说，荣香油 001 的区试产量接近 400 斤/亩，大面积生产在直播情况下都能达到亩产 300 斤左右。

作为最早入驻天府现代种业园的科研团队之一，荣稻科技的专家团队常年在园区内从事粮油品种的选育和

新技术研发工作，并正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农作物生物育种体系和现代种子产业技术平台。

据李平介绍，园区还统筹科研院所和企业联合育种，形成了以市场为纽带、科研院所为支撑、企业为主体、

园区为平台的商业化育种模式，已与中国农科院、省农科院、川农大等科研院所建立深度合作关系，聚集了 30

多家“育繁推”一体化企业和关联企业。同时还聘请中国农科院 6位“两院”院士和 3 位首席科学家针对种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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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发展现场把脉定向，已入驻科研团队 10 个。

采集、选种、制样……8月 20 日上午 10 时，在国家品种测试西南分中心理化室内，三位科研人员正在对

一批新送来的种子进行检测。

“我们正在做的是对种子进行 DNA 快检，从而对其真实性、纯度、质量等进行判定，并判断其是否宜于市

场推广。”农业农村部植物新品种测试（成都）分中心副主任告诉记者，在他们实验室，一份种子从送样到出具

检测报告，总共只需要 7-10 天，但如果换成田间检测，平均周期为 8 个月。

迅捷的检测效率，得益于先进的设备和强力的团队。作为“国字号”测试中心，该中心由国家种业提升工

程投资建设，主要为西南地区农作物新品种审定提供必备的 DUS 测试、品种区试、抗性鉴定等科学权威报告。

这个中心，是天府现代种业园“一库一院五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

“就一个水稻新品种而言，经过了育种和检测，在审定上市的前后，生产试验就是种子从育种试验到生产

转化的关键步骤。”中心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在邛崃市制种大户骆建彬看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给他和农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科研院校、技术

机构入驻邛崃，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技术指导。同时，政府整合资金投入，加大制种基地建设力度，给予我们

每亩 500 元的制种补贴，统筹推进制种保险等，都能给我们增强制种风险抵抗能力，让我们信心更足！”骆建彬

说。

园区聚焦成果转化应用，构建“品种——产品——品牌”全链条延伸体系，协调种业科技成果和新品种转

让，为 110 余家本地绿色食品加工企业供应优质原料和新兴技术，大规模开展原料深加工和新品种市场化推广。

集中展示水稻突破性新品种、稻作新技术、种植新模式及示范转化推广新机制。川康优 6107 等新品种转让给四

川丰大等园区企业，实现就地转化，促进粮食生产面积稳定在 56.7 万亩、年产量 24.4 万吨以上。

与此同时，通过“龙头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农户）”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经营机制，向种植户推广粮食新

品种、标准化生产方式等，调动农户种粮积极性、共同参与产业发展。目前，通过新品种的应用推广，全市国

标二级以上优质品种稻种植面积达 18 万亩，粮食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 86.67%，粮食优质品种应用率超过

96%。

“天府现代种业园把种业振兴所需要素都聚集在一起，良好的制种基地，深厚的制种基础，还有好的政策

支撑和社会服务。农业科技人员只需带上好的想法就能入驻，把精力完全集中在研发上。”在李平看来，如今的

天府现代种业园汇聚了众多支持种子创新、研发的科技、人才、金融等要素资源，已经成为了育种、制种的摇

篮和沃土。

川种曾在长江上下游地区占很大的市场份额，如今迎来复苏。李平认为，四川种业在西南地区的品种、营

销及市场优势仍较明显，“现在是怎么走出去的问题，怎么走向长江中下游，走向华南稻区，走向东南亚。”

材料四

久经风雨的纹龙术雕，尘封多年的煤油灯、铡草刀……走进巴中市巴州区龙台村村史馆，里面摆放着耕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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犁、耙等农具，墙上悬挂着以往劳作用的蓑衣和历史老照片，一件件老物件向人们展示着以往的生产生活轨迹，

置身其中仿佛穿越时光，回到曾经那段悠悠岁月。

龙台村村史馆以村委会闲置房屋改造而成。村史馆里一把有上百年历史的打草鞋的圆齿耙子格外引人注目。

“还没我的时候，父母就用这个耙子给红军打了几百双草鞋。”77 岁的捐赠村民罗大娘说，“希望后人看到这只

耙子，能忆苦思甜，珍惜现在。”

在巴中市，像龙台村这样的村史馆还有很多个，都极具特色：金碑村的“茶文化”、鹦哥嘴村的“红军文化”、

火花村的“根雕文化”……

春节到了，很多村庄里平时安静的村史馆又热闹起来。大年初一，回乡的年轻人三两成群，约着一起来到

村史馆“寻根”，同时也想去看看里面添了什么新东西。忆乡愁，看变迁……从北到南、从西到东，逛村史馆已

成为一些乡村新的年俗，几代人也在这里完成了平时少有的跨时空“交流”。

村史馆里的几张新老照片，让在外打拼多年的村民靳东差点流泪：一张是 20 多年前，破旧的村小学里，他

和几个小学同学穿着打补丁的衣服；另一张是如今的村庄，村道宽敞，孩子们在明亮的教室里认真上课。“我上

中学时便离开了村子，在城里学习、工作了 20 多年，但时常萦绕在梦里的还是故乡田埂边的野花、山间的小路。

以前村子穷，年轻人都离开了这里，这两年家乡各方面发展得很快，赚钱的机会多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又回

到了这里。”从受触动到行动，靳东毅然选择回乡发展，养土鸡、种柑橘，起早贪黑地忙碌着……

“在龙台村人眼里，那些展品不仅是从贫穷走向小康的见证，更是我们与祖辈情感交流的‘活物’。如果没

有村史馆，再过几十年，谁还记得曾经的村子和历史呢？村史馆延续了这个有上百年历史村子的生命，让它不

至于隔断。在乡村振兴的前行路上，那些父辈高扬的旗帜一直都在心里，激励大家延续那份光荣。”龙台村村长

说，“我们的乡村，要知道从何处来，更要明白往何处去。”

夏日，雨后天晴，光明区玉凤村会客厅迎来了当日第一批城里的市民。他们有的坐在稻田边的茶寮里品茶，

有的走向碧波荡漾的生态鱼池垂钓，还有的爬上螺旋式瞭望台眺望“万亩梯田景观+风力发电+稻鱼共生”示范

园……

“这会客厅山清水秀环境美，空气清新生态好，有看的，有耍的，有买的，有吃的，有坐的，相当巴适。”

一位市民赞叹。

市民称赞的会客厅，包含了稻米生产区、梯田稻作文化展示区和游客体验区等，集生产、生活、文化展示

为一体，立足服务本地村民和外来游客，在“土味”中体现了“品味”。

今年以来，这样的会客厅在玉皇、西来、河东、河水、马滩等 8 个村通过完善提升功能后投用，每天迎来

大批市民和游客前来休闲游玩，沉寂的乡村也因此生动了起来。“乡村会客厅”正成为连接乡村与城市、现在与

未来的纽带。

四川广播电视台乡村频道的电视谈话栏目——《乡村会客厅》，反响很好。栏目通过多元主题全方位地向观

众展示了乡村的不同面向。“匠造农遗 喜迎新春”，以春节与乡村的关系为引，进而对农村生产生活遗产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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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传承展开讨论；“一犁破春耕 天府仓禀实”，展示了在一年最重要的春耕时节，四川的好做法、新经验；“社

区营造乡村振兴的金钥匙”，讲述了如何运用社区营造的手法，激活群众干事创业的力量，发动群众参与乡村振

兴，实现乡村振兴惠及群众；“‘双碳’目标下构建农业绿色发展新引擎”，探讨了在“双碳”目标下，当下和未

来该如何实现农业的高质量发展……

“我们的乡村，我们的农业，发展到现代，需求越来越丰富。”《乡村会客厅》栏目策划者谈道，“在某种程

度上，乡村是对未来的展望，也是对过去的唤醒；时代赋予乡村发展的机遇，同样，乡村也给予时代以沉淀的

空间。”

二、作答要求

问题一

请根据“给定资料 1”，谈谈莲花社区为什么能“脱胎换骨”。（15 分）

要求：全面、准确、有条理；不超过 200 字。

问题二

C市拟对全市市政公用设施进行优化提升。假如你是市政部门的工作人员，请根据“给定资料 2”，对该市

公共座椅存在的问题进行梳理，并提出优化建议。（20 分）

要求：

（1）梳理完所有问题后再提出建议；

（2）问题梳理全面、准确，建议具体可行、有针对性；

（3）不超过 400 字。

问题三

四川省拟召开推进现代种业发展现场会，天府现代种业园将在会上做交流发言。假如你是该种业园的工作

人员，请根据“给定资料 3”，撰写一份发言提纲。（25 分）

要求：内容全面，要点突出，条理清晰，语言简洁；不超过 500 字。

问题四

“给定资料 4”中提到：“我们的乡村，要知道从何处来，更要明白往何处去。”请你对这句话进行深入思

考，参考给定资料，联系实际，自选角度，自拟题目，撰写一篇文章。（40 分）

要求：

（1）观点明确，见解深刻；

（2）思路清晰，语言流畅；

（3）限 800-10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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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问题一

1.实施社区管辖，发挥原职工作用。组建筹备小组，成立社区；原职工精英多、定力强、能直面问题，支

持社区工作，率先垂范、主动作为。

2.加强社区治理，改善民生。民主选举居委会，征集群众意见，挨家挨户做工作；做好就业、住房等民生

工程，提升发展信心。

3.彰显历史文化，传承川齿精神。利用老旧物件装饰社区，凝聚民心；建设党史教育纪念馆，弘扬开拓进

取等精神；加强宣讲，引导更多人参与教育及治理。

问题二

问题：1.缺少座椅。座椅数量少，无法满足休闲娱乐需求。2.后期管护不足。卫生环境差；缺乏管护主体

标示，群众问题的反馈渠道不畅通。3.缺乏功能介绍。政府不介绍，群众不了解座椅功能。4.设计不实用。材

质不舒适，设计感大于实用性；靠背、座面的角度高度设计不人性化；位置不安全。5.缺乏统筹。涉及多个部

门，每个部门各有标准。

对策：1.增设座椅。增加座椅数量，完善配套，满足群众娱乐需求，缓解拥挤。2.加强后期管护。公示建

设、管理主体，畅通问题的反馈渠道；发动社会力量认养公共座椅。3.加强功能介绍。通过张贴、利用科技等

方式，普及智能座椅一键报警等功能。4.优化座椅设计。设计时兼顾设计感和实用性，选取舒适的材质；人性

化设置靠背、座面的角度高度，选择安全的位置进行安装。5.加强统筹协调。联合市政等部门，合力协作，统

一标准规范，优化设置座椅。

参考答案说明：答案从“座椅数量”“后期管护”“功能介绍”“座椅设计”“工作统筹”5 个方面指出了 C

市公共座椅存在的问题，并针对每一方面的问题给出了相应的对策。此外，形式方面，本答案做到了分类分条

撰写，各条要点之间在内容上是并列关系，没有交叉。

问题三

关于推进现代种业发展的交流发言提纲

大家好！我市推进第一批国家级种业园落户邛崃，将其列为重要规划，从种业的研发、生产、推广、服务

等关键核心环节全产业链推进种业发展。使其成为西南首批、唯一国家级种业园区，堪称四川种业“最强大脑”。

一、保护利用种质资源。建种质资源中心库，保存多种种质资源。二、科技育种。建试验田，引入科研和

专家团队；选育新品种，加强新技术研发，提升抗倒性；打造农作物生物育种体系和现代种子产业技术平台。

三、探索商业化育种模式。统筹科研院所和企业联合育种，深度合作，聚集一体化和关联企业；聘请专家针对

种业创新发展把脉定向。四、加强品种检测。依托国家品种测试中心对种子进行 DNA 快检；引进先进设备和强

力团队，提供科学权威报告。五、聚焦成果转化应用。投入技术和资金，建设制种基地，给予补贴，统筹推进

保险，推进生产试验；构建全链条延伸体系，协调种业科技成果和新品种转让；探索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经营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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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调动农户参与积极性。

如今我园汇聚了众多要素资源，已经成为了育种、制种的摇篮。未来，我们将探索四川种业走向长江中下

游、华南稻区、东南亚。谢谢大家！

参考答案说明：（1）格式方面，本参考答案写到了“标题”“正文”两个部分。（2）正文部分，一方面从内

容来看，开头先写了天府现代种业园的地位以及建设发展历程等；主体从“保护利用种质资源”“科技育种”“探

索商业化育种模式”“加强品种检测”“聚焦成果转化应用”这五个方面给出了具体做法；结尾介绍了该种业园

的成果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另一方面，形式上，本参考答案做到了分段、分条撰写，整体上条理较为清晰。

问题四

回顾过去、面向未来，方能实现乡村发展

“知所从来，方明所往”，这句话指的是历史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启示我们要学习历史、借

鉴历史，从而可以继往开来、砥砺前行。乡村的发展亦是如此，我们必须要“读懂过去”，了解乡村历史，知道

乡村是谁。除此之外，我们也要在此基础上“探索未来”及“立足当下”，明确乡村未来的发展目标与方向，顺

应时代、谋取发展，如此，才能让群众过上更美好的生活。

乡村要知道从何处来，就要打造村史馆，展示乡村的历史文化，见证乡村发展，延续乡村生命。乡村的木

雕工艺品、犁耙等农具、历史老照片……这些老物件展示的是先辈们的生产生活轨迹，承载的是村庄百年的历

史记忆。而村史馆则是让我们知晓乡村是谁这一答案、让我们与先人对话的最好载体。陕西延安市南沟村的村

史馆，用图文并茂的方式，记录了从贫困的“荒秃岭”到苹果满山坡的“金扁担”这一变化；重庆市丰都县陶

家坪村的“书香村史馆”，挖掘展陈了近百年来教育兴学的乡贤事迹，激发村民学习热情……因此，应打造多元

特色的村史馆，记录乡村历史、经济等内容，让更多人了解乡村、传承文化。

乡村更要明白往何处去，就需明白群众的需求是丰富、多层次的，打造宜居宜业和美的乡村才是未来乡村

的图景。在产业兴旺方面，要推进农业、加工业、旅游业的融合发展；在生态宜居方面，要治理环境污染，提

高绿化美化水平，实现绿色发展；在乡风文明方面，要传承利用传统文化，弘扬好的社会风气；在生活富裕方

面，要拓宽增收渠道，让群众口袋有钱，过上富裕的生活；在治理有效方面，要推进自治、德治、法治等治理

体系的建设。总之，乡村的发展是综合、全面的，而不是一个方面的发展，必须要统筹部署、协同推进。

“知”乡村发展方向之后，当下的“行”才是关键，我们要传承先辈精神，顺应时代潮流，抓住机遇，从

而推动乡村振兴。一方面，我们应延续前人的荣光，继承他们埋头苦干、无私奉献、开拓进取等精神，铆足干

劲建设乡村；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认识到时代潮流浩浩荡荡，涌现了不少的发展机会，譬如互联网等科学技术，

可以将其运用到农业种植及管理中，提高机械化水平，提高产量及质量；也可以将其运用到乡村治理中，打造

数字乡村智能平台，优化乡村公共服务，提高智能化、精细化治理水平。

回顾过去，我们可知乡村一路以来的发展历史、变迁之路；探索未来，我们需知高质量发展、全方位发展

的乡村振兴才是目标与方向；立足当下，我们应不懈奋斗，抓住新时代的机会发展乡村。只有如此，才能让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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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过上美好的生活，才能实现农业的现代化、乡村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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