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西上高县国资集团招聘笔试题库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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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建国初期，美术作品中中国画逐渐占据重要地位，题材广泛多样，拓展了中国画的表现领域，出现了一批直接表现新时代现实生活和精
神风貌的国画作品，一扫传统国画的荒寒落寞，表现出                的态势，为国画艺术最终摆脱传统        奠定了基础。

填入画横线部分的词语，最恰当的一组是：

 A．扶摇直上 桎梏

 B．间不容息 颓势

 C．蒸蒸日上 窠臼

 D．瞬息万变 惯例

《正确答案》
C
《答案解析》

第一空，搭配“态势”，根据前文可知，这种态势与“荒寒落寞”相对，是非常强劲、积极向上的。C项“蒸蒸日上”指一天天地向
上发展，形容发展速度快，符合文意，保留；A项“扶摇直上”指地位、名声、价值等迅速往上升，比喻仕途得意，与文意无
关，排除；B项“间不容息”指时机紧迫，不容延误，与文意无关，排除；D项“瞬息万变”指变化很快、很多，文段未体现变化
非常多，排除。

第二空，代入验证，C项“窠臼”指旧有的现成格式，与“传统”搭配恰当，当选。

故正确答案为C。

2、治国有常，利民为本。发展社会保障事业，既要避免像一些拉美国家那样盲目进行“福利赶超”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又要避免像一些北欧国
家那样实行“泛福利化”导致社会活力不足。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一个道理，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是水涨船高的关系，水浅行小舟，水深走大船，
违背规律就会搁浅或翻船。以上论述体现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观点有：

①物质运动是有规律的，规律是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

②承认和尊重客观规律，是正确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前提

③无视或违背客观规律，必然要遭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

④规律是物质运动固有的必然的稳定的重复出现的秩序

 A．②④

 B．①②③

 C．①③④

 D．①②③④

《正确答案》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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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解析》

本题考查政治常识。

①正确，物质运动是有规律的，规律是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是规律客观性的表现。“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是水涨船高的关
系”是客观性的规律。

②③正确，尊重客观规律和发挥主观能动性是辩证统一的，尊重客观规律是正确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前提。只有尊重客观规
律，才能正确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有效地改造世界。违背客观规律，必然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题干中一些拉美国家和
北欧国家违背了客观规律，导致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或社会活力不足，即“违背规律就会搁浅或翻船”。而“什么时候都不能忘
记一个道理”体现了要尊重客观规律，在这一前提下发展社会保障事业。

④正确，规律是事物运动过程中固有的本质的、必然的、稳定的联系，只要具备必要的条件，合乎规律的现象就必然重复出
现，题干的例子及结论均体现了这一点。也因此，我们要尊重客观规律。

综上所述，①②③④均正确。

故正确答案为D。
3、微软前技术总监纳森·梅尔沃德2001年组建“智力风险”公司，雇用一群最聪明的人______生产技术专利，迄今已申请了价值8000万美元的专
利。这证明“想法”并不______，到处都是，我们以为发明所必须具备的天才、专心、灵感和机缘巧合并不是______的。
依次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

 A． 集体　虚幻　千载难逢

 B． 合作　遥远　遥不可及

 C． 批量　稀罕　必不可少

 D． 专门　离奇　不可替代

《正确答案》
C
《答案解析》
第一空，“批量”与“一群……人”“迄今已申请了价值8000万美元的专利”相呼应。第二空，与后文“到处都是”对应的是“稀罕”。第
三空，“必不可少”与最后一句“所必须具备的”呼应。因此C项正确。

4、如果在抓法治建设上喊口号、练虚功、摆花架，只是            ，并不真抓实干，短时间内可能看不出什么大的危害，一旦问题到了            的
地步，后果就是灾难性的。

依次填入划横线处最恰当的一项是：

 A．花拳绣腿 刻不容缓

 B．叶公好龙 积重难返

 C．金玉其外 危如累卵

 D．沽名钓誉 病入膏肓

《正确答案》
B
《答案解析》

第一空，根据“喊口号、练虚功、摆花架”“并不真抓实干”可知，横线处所填成语体现只徒做样子，并不真正去抓法治建设。A
项“花拳绣腿”指只做些表面上好看实际上并无用处的工作，B项“叶公好龙”比喻自称爱好某种事物，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爱好，
均符合文意，保留。C项“金玉其外”常与“败絮其中”连用，比喻外表好看，与文段语境不符，排除；D项“沽名钓誉”指用某种不
正当的手段捞取名誉，文段并未体现使用不正当的手段，与文意不符，排除。

第二空，根据“短时间内可能看不出什么大的危害”“后果就是灾难性的”可知，横线处所填成语表示任由问题长期积累发展下去
后果很严重。B项“积重难返”指长期积累的问题不易解决，符合文意，当选。A项“刻不容缓”形容形势非常紧迫，片刻也不能
拖延，文段并未体现紧迫之意，与文意不符，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B。

【文段出处】光明网《推进全面依法治国要坚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

5、填到横线处与上下文衔接最好的一项是：
读书原为自己受用，多读不能算是荣誉，少读也不能算是羞耻。______，必能养成深思熟虑的习惯，以至于变化气质；______，譬如漫游“十
里洋场”，虽珍奇满目，徒惹得眼花缭乱，空手而归。______，如暴发户炫耀家产，以多为贵。这在治学方面是自欺欺人，在做人方面是趣味低
劣。

①多读如果彻底

②少读如果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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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多读而不求甚解

④少读而不求甚解

⑤世间许多人读书只为装点门面

⑥世间许多读书人只为点缀门面

 A． ②③⑤

 B． ①③⑥

 C． ②④⑤

 D． ①④⑥

《正确答案》
A
《答案解析》
由第一句可知，短文涉及两个方面：“多读”和“少读”，作者通过对两者比较而提出观点。所以紧跟其后的分句也必是一句
说“多读”，一句谈“少读”。第二空，“十里洋场”、“珍奇满目”、“眼花缭乱”突出的是一个“多”字，所以应该是“多读”，又由“空手
而归”可知，应选③即“多读而不求甚解”。第一空，与③相对应的是②，所以这里应填②。第三空，全段文字谈论的都是“读
书”，而不是“读书人”，所以应填⑤。因此A项正确。

6、在当代中国社会，存在着严重的道德问题，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的价值观念盛行，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道德的发展呈现着极不同步的状
态，中国人从来没有像今天一样富有，而无数的中国人在精神上也同样从来没有像今天一样贫穷。问题的存在与社会革命过程中割裂了传统文

化和道德观念的影响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当今中国的精神文明建设过程中，我们要严防多元文化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片面性的不利影响，打造

具有传统价值和人道精神的道德伦理，对于低级的、鄙俗的社会价值观念和习惯绝不能任其泛滥，这关系着我们民族精神的健康和长远发展。

这段文字意在强调（　　）。

 A． 中国存在严重的道德问题

 B． 要防止自由主义思想的不利影响

 C． 要打造具有传统价值和人道精神的道德观

 D． 应加强传统文化和道德观念的教育

《正确答案》
C
《答案解析》
文段首先说明中国社会存在严重的道德问题，接着说明问题是什么及产生问题的原因，最后说明我们应该采取的措施。A项
错误，中国存在道德问题只提到了存在的问题，B项错误，文中是说防止自由主义思想片面性的不利影响。C项正确，加强传
统文化和道德观念的教育也是为了树立正确的道德观。

7、一个人从小就生活在平等、尊重的环境中，长大了就会更平等地对待人和事。反之，从小就生活在              的训导或者宠物般的溺爱中，就
很难养成健康的人格，容易变得       ，甚至容易走极端。

依次填入画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A．盛气凌人 平庸

 B．吹毛求疵 固执

 C．唠唠叨叨 偏激

 D．居高临下 偏执

《正确答案》
D
《答案解析》

第一空，通过“反之”可知，横线处与前文的“平等、尊重”形成反义并列关系，应体现不平等、不尊重的含义，B项“吹毛求
疵”比喻过度挑剔别人的缺点，C项“唠唠叨叨”指说话啰嗦，说个没完，两者均与“不平等、不尊重”无关，排除。

第二空，根据“甚至”可知，横线处所填词语应比“极端”程度稍轻，且要体现出“不健康的人格”，D项“偏执”符合文意，当选。A
项“平庸”指平常人做着平凡的事，与健康的人格无关，且无法与“极端”构成递进，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D。

【文段出处】《平等是对生命最好的馈赠》

8、研究基层政府治理体系，有利于从操作层面反观整个政府治理体系，用“            ”的方式自下而上逐级剖析政府治理体系建设的逻辑，并通
过“以小见大”的方法        政府治理体系的全貌。

依次填入画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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