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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0316 浙江公务员考试《行测》真题（B 卷）参考答案及解析

1、正确答案：B，全站正确率：77%，易错项：C。

解析

第一步，分析第一空。根据“而”“‘多渠道地……在多元的信息和声音的’竞争’……”可知，该空应和“多

渠道”构成反义关系。A项“主导”指决定并且引导事物向某方面发展的，不能和“多渠道”构成反义关系，

排除 A 项。B 项“垄断”指把持和独占；C项“操纵”指用不正当的手段支配、控制；D项“控制”指使处于自

己的占有、管理或影响之下。三者均符合语境。

第二步，分析第二空。根据“政府可能被假象所________”可知，该空与“假象”搭配，“假象”指跟事物本

质不符合的表面现象。B项“蒙蔽”指隐瞒真相，使人上当；C 项“瞒骗”指隐瞒，欺蒙。二者均可与“假象”

搭配。D项“遮掩”指遮蔽、遮盖，与“假象”搭配不当，排除 D项。

第三步，分析第三空。根据“政府可能瞒报虚报、掩盖事实……从而在信息的竞争和交叉中逼出真相”可知，

媒体的报道应与政府的调查互相证实，从而得到真相。B项“印证”指证明与事实相符，符合文意。C 项“检验”

指检查验看，检查验证，不符合文意，排除 C 项。

因此，选择 B 选项。

拓展

垄断：原指站在市集的高地上操纵贸易，后来泛指把持和独占。蒙蔽：①欺骗隐瞒；②隐瞒真相，欺骗人。遮

掩：①掩饰；②隐瞒。迷糊：思想的混乱、变化不定或模糊状态。操纵：①控制或开动机械、仪器等；②用不

正当的手段支配、控制。控制：①掌握住不使任意活动或越出范围；操纵；②使处于自己的占有、管理或影响

之下。证明：用一定的材料来表明事物的真实性。验证：通过实验使得到证实；检验证实。

2、正确答案：C，全站正确率：45%，易错项：D。

解析

第一步，分析语境。根据“古人……”“而今天有些人则不然”可知，第一空与第二空应填入一对相反含义的

成语。另外，根据第一空前的“三省吾身”可知，该空要体现“反省自己”这一含义。

第二步，辨析选项。A项“修身养性”侧重身心健康，“瑕不掩瑜”侧重缺点掩盖不住优点，不构成反义，排

除 A 项。B项“兢兢业业”侧重做事很认真，“好大喜功”侧重做事浮夸，含义不相反且不能体现反省含义，

排除 B 项。C项“闻过则喜”指虚心接受意见，“闻过则喜”侧重强调喜欢听到别人指出自己的缺点，“讳疾

忌医”侧重掩盖自身的缺点等，符合文意。D项“博采众长”侧重吸收别人的长处，“刚愎自用”侧重听不进

别人意见等，不体现反省错误的含义，排除 D 项。

因此，选择 C 选项。

拓展

瑕不掩瑜：比喻缺点掩盖不了优点，缺点是次要的，优点是主要的。好大喜功：指不管条件是否允许，一心想

做大事立大功。多用以形容浮夸的作风。刚愎自用：形容一个人过分自信，完全听取不了别人的意见，十分固

执，任何人的谈话，都听不进。

3、正确答案：B，全站正确率：47%，易错项：D。

解析

第一步，分析第一空。该空搭配“道德领域”。A项“景象”指现象，状况；B项“图景”指描述的或想象中的

景象；D项“景况”指情况，境况。三者均与“道德领域”搭配得当。C 项“景观”指自然景观，与“道德领域”

搭配不当，排除 C 项。

第二步，分析第二空。根据“爱心捐赠恐被挪作他用的疑虑中”可知，该空应该体现人们在行善时有所犹豫的

含义。A 项“迟钝”指人反应很慢，不能体现犹豫之意，排除 A 项。B 项“迟疑”指拿不定主意，犹豫，符合文

意。D项“消失”指事物逐渐减少以至没有，语义过重，社会上的负面事件会影响到人们行善，但不会让行善

行为消失，排除 D 项。答案锁定 B 选项。

第三步，验证第三空。“延宕”指拖延，符合文中现在的人们在行善时诸多考虑的语境。

因此，选择 B 选项。

拓展

生疑：引起怀疑或疑心。拖延：把时间延长，不迅速办理。延缓：延迟，推迟。延误：迟延耽误。

4、正确答案：B，全站正确率：78%，易错项：A。

解析

第一步，分析语境。根据“‘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流动局面，似乎没有什么……”可知，此空所填词语应该与

“流动、轮流”词义相反，体现“一种思想能够贯穿、延续始终”的含义。

第二步，辨析选项。A项“脱颖而出”侧重能力突出，不能体现“贯穿、延续”的含义，排除 A 项。B 项“一以

贯之”指用一个根本性的事理贯通事情的始末，符合文意。C项“不绝如缕”多用来形容局势危急或声音细微

悠长；D 项“鹤立鸡群”侧重一个人仪表或才能比较突出。二者均与“思想观念”搭配不当，排除 C项和 D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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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选择 B 选项。

5、正确答案：A，全站正确率：78%，易错项：C。

解析

第一步，分析语境。根据“真正的虚拟博物馆应该是能模拟人们的观展体验的，强调观众是展览的核心，为他

们营造出更富想象力与互动性的空间”可知，这句话是对该空的解释，所以此空应体现“更富想象力和互动性”

的含义。

第二空，辨析选项。A项“生动性”符合语境。B 项“及时性”指正赶上时候或立刻，侧重于时间方面；C项“丰

富性”侧重多种多样；D项“便捷性”侧重便利、快捷。三者均不能体现“想象力和互动性”的含义，排除 B

项、C项和 D项。

因此，选择 A 选项。

拓展

生动：有活力，有生气，能感动人。

6、正确答案：D，全站正确率：83%，易错项：A。

解析

第一步，突破口在第二空。该空搭配“重要精神”。A项“宣扬”指广泛宣传，使大家知道，一般不用于“为

人所……”句式，排除 A 项。B项“珍重”指爱惜，珍爱，通常搭配“人才”“友情”等；C 项“向往”指因热

爱、羡慕某种事物或境界而希望得到或达到。二者均与“精神”搭配不当，排除 B 项和 C 项。D项“推崇”指

十分推重，与“精神”搭配得当。答案锁定 D 选项。

第二步，验证第一空。根据“精神品格有着丰富内涵”可知，“忧乐情怀是儒家文化的重要精神根基”符合语

境。

因此，选择 D 选项。

拓展

源泉：①泉水的源头，也泛指水源；②比喻力量、知识、感情等的来源或产生的原因。前提：①在推理上可以

推出另一个判断来的判断，如三段论中的大前提、小前提；②事物发生或发展的先决条件。保证：①担保；②

起决定性作用或作为担保的事物；③法律上指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按照约定

履行债务或承担责任的担保行为。根基：①基础；②比喻家底。

7、正确答案：C，全站正确率：66%，易错项：B。

解析

第一步，分析第一空。根据“知识分子独立发表见解的________”可知，这句话表达了知识分子有发表见解的

权利或自由。A项“权力”侧重权位，势力，文中并未体现“权位”等含义，排除 A 项。B 项“自由”和 C项“权

利”均符合文意。D项“权益”指公民受法律保护的权利和利益，文中未体现利益含义，排除 D项。

第二步，分析第二空。根据“抛开中产阶级而欲求民主、自由，无异于________，这大概是胡适的局限”可知，

该空应体现离开中产阶级这个方向去追求民主、自由是不可能达到的。B项“南辕北辙”侧重行动与目的正好

相反，文中并没有讲到相反的含义，排除 B 项。C项“缘木求鱼”指方向或办法不对头，不可能达到目的，符

合文意。

因此，选择 C 选项。

拓展

自由：①不受拘束；不受限制；②政治上指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等活动的权利；③哲学

范畴。指人们在认识客观规律的基础上，自觉地支配自己和改造世界，不再处于盲目地受客观规律支配的地位。

权利：指公民或法依法享有的权利和利益。刻舟求剑：比喻拘泥不知变通，不懂得根据实际情况处理问题。南

辕北辙：想往南而车子却向北行。比喻行动和目的正好相反。水中捞月：到水中去捞月亮。比喻去做根本做不

到的事情，只能白费力气。

8、正确答案：B，全站正确率：53%，易错项：A。

解析

第一步，分析第一空。根据“和演员争夺观众的眼球，舞蹈彻底沦为了配角”可知，该空应体现“次要事物占

据主要事物位置”的含义。A 项“哗众取宠”侧重以浮夸的言论来迎合骗取群众；D“避重就轻”侧重回避重的

责任，只拣轻的来承担。二者均不能体现上述语境，排除 A 项和 D 项。B项“喧宾夺主”比喻客人占了主人的

地位或外来的、次要的事物侵占了原有的、主要的事物的地位；C项“主次颠倒”指把主次、轻重的位置弄颠

倒了。二者均符合语境。

第二步，分析第二空。根据“多媒体……有一种独立于表达之外的野心”可知，应体现“多媒体与舞蹈配合不

协调”之意。B 项“貌合神离”侧重两条心不一样，表示灯光效果与演员不能相协调，符合语境。C项“亦步亦

趋”侧重事事模仿或追随别人，文中未体现“模仿”含义，排除 C 项。

因此，选择 B 选项。

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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哗众取宠：以浮夸的言论迎合群众，骗取群众的信赖和支持。避重就轻：回避重的责任，只拣轻的来承担。也

指回避要点，只谈无关紧要的事情。失枝脱节：比喻因关照呼应不周而造成失误。貌合神离：表面上关系很密

切，实际上是两条心。亦步亦趋：原意是说，你慢走我也慢走，你快走我也快走，你跑我也跑。比喻由于缺乏

主张，或为了讨好，事事模仿或追随别人。格格不入：有抵触，不相投合。

9、正确答案：C，全站正确率：78%，易错项：B。

解析

第一步，突破口在第二空。根据“对早期的作品和现在的创作”可知，该空应体现作品在时间上的对比。A项

“等量齐观”指对有差别的事物同等看待；B 项“混为一谈”指把不同的事物混杂在一起，说成是相同的事物；

D项“相提并论”指把不同的人或不同的事放在一起谈论或看待。三者均不符合文意，排除 A项、B 项和 D 项。

C项“同日而语”指把不同时期的事物放在同一时间谈论，符合文意。答案锁定 C选项。

第二步，验证第一空。根据“形式的模仿与内容的抄袭，不应……”可知，该空应体现“没有将两者区分清楚”

这一含义。C项“混为一谈”指把不同的事物混杂在一起，说成是相同的事物，符合文意。

因此，选择 C 选项。

10、正确答案：A，全站正确率：69%，易错项：C。

解析

第一步，分析语境。根据“绝不是……超越时空，焕发出________的永恒的价值”可知，该空应体现历史人物

“超越之前，更有价值”的含义。

第二步，辨析选项。B 项“日新月异”侧重出现新事物；C 项“亘古不变”侧重不会改变；D项“与日俱增”指

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增长。三者均不能体现“超越之前，更有价值”之意，排除 B 项、C 项和 D 项。A项“历

久弥新”指经历长久的时间而更加鲜活，更加有活力，更显价值，符合文意。

因此，选择 A 选项。

拓展

日新月异：每天每月都有新的变化，形容进步、发展很快。

11、正确答案：C，全站正确率：46%，易错项：B。

解析

第一步，分析第一空。根据“欧债危机在 2012 年继续恶化”可知，第一空应体现“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好影响”

的含义，填入一个消极感情的词语。A 项“阻碍”指使不能顺利通过或发展，符合文意。B 项“影响”属于中性

词，排除 B 项。C 项“拖累”指牵累，使受牵累，符合文意。D项“逆转”指形势或情况向相反的方向转化，文

中并未体现“经济向相反方向发展”这一含义，排除 D 项。

第二步，分析第二空。该空搭配“经济增长”。A项“脆弱”侧重不坚强，与“经济增长”搭配不当，排除 A

项。C项“疲软”侧重经济状态差，“经济增长疲软”是常见搭配。答案锁定 C选项。

第三步，验证第三空。“引发”指引起，触发，“引发一场新的全球性衰退”符合文意。

因此，选择 C 选项。

拓展

影响：①对别人的思想或行动起作用（如影之随形，响之应声）；②对人或事物所起的作用；③传闻的；无根

据的。缓慢：不迅速；慢。乏力：①身体疲倦，没有力气；②没有能力；能力不足。诱发：①诱导启发；②导

致发生（多指疾病）。导致：引起。催生：催产。

12、正确答案：D，全站正确率：70%，易错项：B。

解析

第一步，分析第一空。根据“权利的边界也很难________”“滥用个人权利”可知，权利的边界很难弄清楚，

该空应与“边界”搭配。A 项“确定”指明确而肯定；B 项“廓清”指澄清，肃清，清除；C项“确认”指明确

承认；确定认可。三者均不符合文意，排除 A 项、B项和 C 项。D 项“厘清”指梳理清楚，“厘清边界”为常用

搭配。答案锁定 D 选项。

第二步，验证第二空。“约束”指限制使不越出范围，“法律和道德”的约束，符合文意。

因此，选择 D 选项。

拓展

限制：规定范围，不许超过。惩罚：处罚。声讨：公开谴责。

13、正确答案：C，全站正确率：67%，易错项：B。

解析

第一步，分析第一空。根据“民族主义和阶级斗争等意识形态作祟产生了一系列伤亡惨重的战争”“对这一现

象，哲学家班达不以为然，认为知识分子假借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和阶级斗争”可知，此空应填入一个消极色

彩的词语。A项“助纣为虐”比喻帮助坏人干坏事；C项“推波助澜”比喻从旁鼓动、助长事物（多指坏的事物）

的声势和发展，扩大影响。二者均符合文意。B项“中流砥柱”比喻坚强独立的人能在动荡艰难的环境中起支

柱作用；D项“力挽狂澜”比喻尽力挽回危险的局势。二者均不符合文意，排除 B项和 D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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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分析第二空。根据“他们或打扮成青年导师和精神领袖，________种族差异、民族至上和阶级对立，

或投笔从戎，直接参与战争”可知，知识分子是在宣扬“种族差异、民族至上和阶级对立”。A项“膜拜”侧

重极端恭敬或畏服的行礼方式，一般与人搭配，与“种族差异”等搭配不当，排除 A项。C 项“鼓吹”指吹嘘，

宣传提倡，符合文意。答案锁定 C 选项。

第三步，验证第三空。根据“认为知识分子假借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和阶级斗争”可知，“背叛知识分子的价

值理想”符合文意。

因此，选择 C 选项。

拓展

批判：对错误的思想、言论或行为做系统的分析，加以否定。抨击：用言语或评论来攻击（某人或某种言论、

行动）。展现：显现出；展示。彰显：①明显；显著；②鲜明地显示。

14、正确答案：D，全站正确率：73%，易错项：C。

解析

第一步，分析第一空和第二空。根据后文“固然与问题表达水平有关，但本质上反映的却是对待读者、对待群

众的态度”可知，文段重点强调思想、感情存在问题，那么第一句话也应该重点强调感情思想，因此第一句话

为递进关系。A 项和 B项“既……又……”为并列关系，不符合文意，排除 A 项和 B项。C 项和 D 项“不仅……

更……”表示递进关系，符合文意。

第二步，分析第三空和第四空。根据第二句话的两个分号可知，三个分句表并列关系且每个分句都在强调后者，

说明第三、四空应该侧重强调后半部分。C 项“要么……要么……”是二者选其一，不符合文意，排除 C项。D

项“与其说……不如说”强调后者，符合文意。

因此，选择 D 选项。

15、正确答案：B，全站正确率：83%，易错项：D。

解析

第一步，突破口在第二空。根据“上至帝王下至百姓”可知，此空应体现“无一例外、全面包含”的含义。A

项“前赴后继”侧重一个接一个，不断投入战斗；C 项“无一幸免”侧重全部遇难；D 项“百喙如一”侧重看法

或意见一致。三者均不符合文意，排除 A项、C 项和 D 项。B 项“概莫能外”指一概不能例外，符合文意。答案

锁定 B 选项。

第二步，验证第一空。“讲求”指重视某一方面，并设法使它实现，满足要求，符合文意。

因此，选择 B 选项。

拓展

讲究：①讲求；重视；②值得注意或推敲的内容；③精美。寻求：寻找追求。追求：用积极的行动来争取达到

某种目的。

16、正确答案：A，全站正确率：73%，易错项：C。

解析

第一步，分析第一空。根据“是因为受史料的局限，有些人物和事件无法核实，难以恢复事实真相”“对人物

和事物的叙述，对动机和起因的推论，对结果和影响的分析，都需要作出主观的评判”可知，史料不够充足，

该空应体现依据史料“推理”的含义。A 项“推断”侧重对某些事实进行推论，符合文意。B项“假设”表示对

既定事实提出假定，不符合文意，排除 B 项。C项“判断”指对事物或某种关系作出肯定或否定结论，无“推

理”之意，不符合文意，排除 C 项。D项“猜测”指凭想象估计，通常侧重于没有依据，而文中强调“只能根

据掌握的史料做出”，表明历史学家是有一定依据的，排除 D 项。答案锁定 A 选项。

第二步，验证第二空。根据“为了推倒他人的成论，也挖掘史料以________自己的观点”可知，该空应体现“让

自己的观点更站得住脚”这一含义。A项“支撑”更多侧重于用数据材料提供佐证，符合文意。

因此，选择 A 选项。

拓展

假设：①姑且认定；②虚构；③科学研究上对客观事物的假定的说明，假设要根据事实提出，经过实践证明是

正确的，就成为理论。树立：建立（多用于抽象的好的事情）。证实：证明其确实。支撑：①抵抗住压力使东

西不倒塌；②勉强维持。支持：①勉强维持；支撑；②给以鼓励或赞助。

17、正确答案：A，全站正确率：41%，易错项：D。

解析

第一步，A项没有错别字。

第二步，B项“箭”改为“剑”。

第三步，C项“忧”改为“优”。

第四步，D项“踏”改为“沓”。

因此，选择 A 选项。

拓展



获取试卷更新，请关注公众号：gwyeasy（公务员考试挺简单）,一个上岸考生分享经验和答疑的平台。

- 5 -

逸闻轶事：指世人不在知道而感兴趣的传闻和故事。剑拔弩张：指形势紧张，一触即发。优柔寡断：犹疑；不

果断。纷至沓来：纷纷到来；连续不断地到来。

18、正确答案：B，全站正确率：62%，易错项：D。

解析

第一步，A项“蹊跷”中的“蹊”读音应为 qī。

第二步，B项读音全部正确。

第三步，C项“追溯”中“溯”读音应为 sù。

第四步，D项“万马齐喑”中“喑”读音应为 yīn。

因此，选择 B 选项。

拓展

蹊跷：奇怪；可疑。对峙：两相对立。追溯：逆流而上，向江河发源处走，比喻探索事物的由来。市侩：原指

买卖的中间人。后指唯利是图、庸俗可厌的人。卖官鬻爵：形容掌权者出卖官职、爵位，以聚敛财富。模棱两

可：对问题或事物正反两方面，持既不肯定、也不否定的态度。户枢不蠹：门的转轴不会被虫蛀蚀，比喻经常

运动着的东西不易被腐蚀。万马齐喑：比喻人们都不发表意见，气氛沉闷。

19、正确答案：B，全站正确率：51%，易错项：D。

解析

第一步，A项中缺少谓语，应添加“保持”，改为“必须保持严厉打击食品安全违法违规行为的高压态势”。

第二步，B项没有语病。

第三步，C项中“贻笑大方”本身包含被人笑话的意思，和“被人”语义重复，应去掉“被人”。

第四步，D项中缺少宾语，应添加“方法”，改为“实行……的方法”。

因此，选择 B 选项。

20、正确答案：A，全站正确率：30%，易错项：C。

解析

第一步，观察选项特征，确定首句。②句“即如”是举例说明不适合做首句，排除 B 项。①句、③句和⑤句都

可以做首句，不好排除，并且③句为援引老子的观点。

第二步，②句中提到“分别的见解”；①句中“以知识为主导所得出的美丑的概念”就是见解之一，所以②句

在①句前，排除 C 项。④句“这种追求美的方式”指代①句中的“以知识为主导所得出的美丑的概念”，④句

是对①句进一步的解释，所以①④捆绑；②句是⑤句的举例说明，所以⑤②捆绑。

因此，选择 A 选项。

21、正确答案：D，全站正确率：71%，易错项：C。

解析

第一步，观察选项特征，确定首句。①句讲表情对容貌的影响；②句讲面容是天生的；⑤句比较“少年美”和

“成年美”。根据逻辑关系，应先引出“容貌是天生的”，然后讲述表情改变容貌，②句应该在①句之前论述，

排除 A 项和 B 项。

第二步，③句讲“老年夫妻经过多年的磨合，表情越来越相同”，①句讲“表情经过长时间可以改变容貌”，

根据话题一致原则，①③捆绑。④句中代词“这种美”指代⑤句“成年美”的内容，所以⑤④捆绑，排除 C 项。

因此，选择 D 选项。

22、正确答案：A，全站正确率：33%，易错项：C。

解析

第一步，观察选项特征，确定首句。观察⑤②③，无法确定首句。

第二步，⑤④两句都是围绕“才能和学识”这一话题进行论述的，话题一致，④句以“之所以这样”开头，代

词“这样”指的是⑤句中陈述的内容，所以⑤④捆绑，排除 B 项、C项。再看⑤④后面接②还是③。②句说才

学外露的危害；③句说才学的错误应用。④③两句话题一致，所以⑤④③合适，排除 D 项。

因此，选择 A 选项。

23、正确答案：C，全站正确率：51%，易错项：B。

解析

第一步，观察选项特征，确定首句。③句“各界在认识上存在不少误区”中认识的对象指代不明，不适合做首

句，排除 B 项、D项。

第二步，观察④后面是接②还是③。②句以“但”开头，应与前句形成反义关系，④②都讲述“公开”这一话

题，话题一致且语义相反，④②捆绑，排除 A 项。

因此，选择 C 选项。

24、正确答案：B，全站正确率：80%，易错项：A。

解析

第一步，分析文段。全文叙述了罗尔斯关于如何读书的自白，先讲了读前人著作时假定别人比自己聪明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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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由“总之”引出重点，主要论述了前人的著作中没有简单的错误，即使发现错误，也会接受这种处理过的

“错误”，不轻易进行否定。文段为“分—总”结构，最后一句是主旨句，体现的是一种谦虚好学的精神。

第二步，对比选项。B项符合文段意图。

因此，选择 B 选项。

拓展

A项、C 项和 D 项：“怀疑精神”“不求甚解”“不能人云亦云”文段中均未提及。

25、正确答案：C，全站正确率：92%，易错项：A。

解析

第一步，分析文段。首句表明“政府当然应该接受批评，但批评的基础应该是事实，而不是谣言”，接着以“城

管”为例进行论证。文段为“总—分”结构，第一句为主旨句，主要论述批评政府应以事实为依据。

第二步，对比选项。C项是对文段主旨句的同义替换，符合文段意图。

因此，选择 C 选项。

拓展

A项、B项和 D项：“合理批评”“只有走正规的渠道，批评政府才能奏效”“煽动民众情绪”均属于无中生有。

26、正确答案：B，全站正确率：84%，易错项：A。

解析

第一步，分析文段。文段首先介绍了经典的不同命运，并指出经典的命运与读者息息相关，然后通过对策引导

词“必须”引出文段主旨句“它必须等到一个好的读者才能复活，这个读者有多好，它就能够复活的多好”。

文段为“分—总”结构，主要讲的是经典等到一个好的读者才能复活。

第二步，对比选项。B项是对文段主旨句的同义替换。

因此，选择 B 选项。

拓展

A项、C 项和 D 项：均为文段前半部分引出话题的内容，偏离文段重点。

27、正确答案：A，全站正确率：50%，易错项：C。

解析

第一步，分析文段。文段先指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有秦汉与隋唐两大典型，然后说明“隋唐型”是由“秦汉型”

经过魏晋南北朝发展而来的，最后通过关联词“故”引出结论，并用转折词“然”强调想要知道“秦汉制度如

何没落，隋唐制度如何新生”，则“必当于此一纷乱时代求之”，表明魏晋南北朝时期对于研究秦汉制度如何

演化成隋唐制度有着重要的意义。文段为“分—总”结构，主要强调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非常有意义。

第二步，对比选项。A项是对文段主旨句的同义替换，符合文段意图。

因此，选择 A 选项。

拓展

B项：“发展脉络模糊”为无中生有。C 项和 D 项：均为结论词“故”之前的内容，偏离文段重点。

28、正确答案：C，全站正确率：70%，易错项：A。

解析

第一步，分析文段。文段引用了孟子的两句话，首先讲了“百姓最为重要，代表国家的土神谷神其次重要，国

君为轻”，然后讲了“得到民心的能做天子，得到天子欢心的能做诸侯，得到诸侯欢心的能做大夫”。主要强

调了“民”的重要性，是孟子“以民为本”思想的体现。

第二步，对比选项。C项是对文段内容的全面概括。

因此，选择 C 选项。

拓展

A项：“民主”强调人民有参与国事或对国事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B 项：“民粹思想”认为平民被社会中的

精英所压制，而国家这个体制工具需要离开这些自私的精英的控制而使用在全民的福祉和进步的目的上。D 项：

“民生”指人民、居民的日常生活事项，例如衣、食、住、行、就业、娱乐、家庭、社团、公司、旅游等。广

义上的民生概念是指，凡是同民生有关的，包括直接相关和间接相关的事情；狭义上的民生概念主要是从社会

层面上着眼的，指民众的基本生存和生活状态，以及民众的基本发展机会、基本发展能力和基本权益保护的状

况，等等。

29、正确答案：A，全站正确率：70%，易错项：C。

解析

第一步，分析文段。文段首先指出财政收入占 GDP 的比重不断提高。然后通过“而同期”引导并列，指出企业

或资本收入占 GDP 比重也大幅度提高，接着通过“佐证”中的具体数据进行论证。文段为“分—分”结构，全

面概括其内容，主要论述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和企业收入占 GDP 比重越来越高。

第二步，对比选项。A项是对文段内容的全面概括，符合文段意图。

因此，选择 A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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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

B项和 D项：“应降低税收”“成为企业的负担”均为无中生有。C 项：“我国经济增长”概念过于宽泛，偏离

文段核心话题“政府收入和企业收入”。

30、正确答案：B，全站正确率：71%，易错项：D。

解析

第一步，分析文段。文段先指出“农村年轻人一拨一拨到城市打工”，接着通过结论词“因此”指出由于年轻

的高素质移民对冲大城市老龄人口，大城市就会保持活力，最后通过转折词“而”强调农村老龄化甚至可能成

为常态，并以日本农村为例进行论证。文段为“分—总—分”结构，主要论述了农村的老龄化问题凸显。

第二步，对比选项。B项是对文段主旨句的同义替换。

因此，选择 B 选项。

拓展

A项和 C项：“与日本同样严重”“直接决定地区发展”均为无中生有。D 项：“人口流动”为首句引出话题的

部分，偏离文段重点。

31、正确答案：C，全站正确率：78%，易错项：A。

解析

第一步，定位原文，“寓意”出现在最后一句。分析“寓意”的上文语境。前文讲高僧经年累月砌成曼荼罗图

案，整个过程屏息凝视、一丝不苟，最后功行圆满时，毫不留恋地抹掉，这是一种态度，寓意深远。由此可知，

“寓意”就是高僧的“态度”，即做事时认真专注，最后不在意失去。

第二步，对比选项。C项“认真庄严地投入”对应“做事时的认真专注”，“不为得失所累”对应“毫不留恋

地抹掉”，符合上述语境。

因此，选择 C 选项。

拓展

A项、B 项和 D 项：“无常”“敬畏感”“精神上的安顿”均偏离文段核心话题“投入”“得失”。

32、正确答案：D，全站正确率：61%，易错项：C。

解析

第一步，分析文段。文段开篇指出“我们都是成功者，成功是一种自我意识的主观感受”，接着以“每一点进

步都是成功”进行解释说明。文段为“总—分”结构，主要论述了成功是自我意识的主观感受。

第二步，对比选项。D项是对文段主旨句的同义替换，符合文段意图。

因此，选择 D 选项。

拓展

A项和 B项：“失败者”“挫折和失败”均为无中生有。C 项：文段中强调的是“主观感受”，“与现实的物质

无关”为无中生有。

33、正确答案：A，全站正确率：50%，易错项：C。

解析

第一步，分析文段。文段开篇通过埃及医师的“依成法处方”的故事论证了“完全按照成文法律统治的政体不

会是最优良的政体”，接着通过转折词“但”引出文段重点，强调“凡是不凭感情因素治事的统治者总比感情

用事的人们较为优良”，尾句以法律和人性的特点进行补充说明。文段为“分—总”结构，主要论述了靠法律

治事的总比靠感情的人治事更好。

第二步，对比选项。A项是对文段主旨句的同义替换，符合文段意图。

因此，选择 A 选项。

拓展

B项和 D项：“人性决定”“最优良的政体”均为无中生有。C 项：“过滤了情感”为补充说明的内容，偏离文

段重点。

34、正确答案：C，全站正确率：48%，易错项：B。

解析

第一步，分析横线处的上下文语境。横线前论述改革者遭遇的困境是民众的不理解和利益相关方的围攻。横线

后通过“所以”引导出结论“改革者成了悲壮的先驱”，体现出改革者都是寂寞的。由此可知填入的句子应是

论述改革的人，且应是横线之后结论的原因。因此填入的语句应表示“改革的人是不被理解的，是寂寞的”。

第二步，对比选项。C项“伟大的人”对应“改革者”，“孤独”对应“寂寞”，符合上述语境。

因此，选择 C 选项。

拓展

B项和 D项：“改革”均偏离文段核心话题“改革者”。A 项：“弥足珍贵”为无中生有。

35、正确答案：A，全站正确率：63%，易错项：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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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第一步，分析文段。文段首先进行背景铺垫，介绍了我国城镇化快速发展的状况。接着通过“尽管如此”肯定

了我国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并指出我国城镇化的发展还有很大的空间。后文以与发达国家的对比，论证了我国

城镇化发展空间很大。尾句补充说明了城镇化在统筹城乡发展、改变经济结构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文段为“分

—总—分”结构，主要论述了我国的城镇化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第二步，对比选项。A项是对文段主旨句的同义替换。

因此，选择 A 选项。

拓展

B项和 D项：“推动经济增长”“统筹城乡发展”均为城镇化的作用之一，表述片面，且属于补充说明的内容，

偏离文段重点。C项：“最迅速”为无中生有。

36、正确答案：D，全站正确率：51%，易错项：C。

解析

第一步，数列有增有减且变化趋势平缓，做和无明显规律，考虑做差。

第二步，做三次差如图所示：

三次差数列是公差为 2 的等差数列，下一项为 7＋2＝9，二次差数列下一项为 18＋9＝27，一次差数列下一项为

37＋27＝64，所求项为 66＋64＝130。

因此，选择 D 选项。

37、正确答案：A，全站正确率：53%，易错项：C。

解析

第一步，数列变化趋势平缓，做差无明显规律，考虑递推和数列。

第二步，观察数列发现 39＝11＋12＋16，67＝12＋16＋39，122＝16＋39＋67，规律为第四项＝第一项＋第二

项＋第三项，所求项为 39＋67＋122＝228。

因此，选择 A 选项。

38、正确答案：A，全站正确率：70%，易错项：C。

解析

解法一：第一步，观察数列，每项数据皆在幂次数附近波动，考虑幂次修正数列。

第二步，幂次化指数形式如下：

底数数列是公差为－1的等差数列，则所求项底数为 8－1＝7，指数数列为 2 的常数数列，修正数列是以 1，－

1为周期的周期数列，所求项为 7²－1＝48。

因此，选择 A 选项。

解法二：数列变化趋势平缓，直接做差无明显规律，考虑做和后做差，做和后做差（前减后）如图所示：



获取试卷更新，请关注公众号：gwyeasy（公务员考试挺简单）,一个上岸考生分享经验和答疑的平台。

- 9 -

差数列是公差为 4 的等差数列，下一项为 36－4＝32，和数列下一项为 142－32＝113，所求项为 113－65＝48。

因此，选择 A 选项。

39、正确答案：C，全站正确率：59%，易错项：B。

解析

第一步，数列变化有增有减，做和做差无明显规律，考虑倍数递推数列。

第二步，观察数列发现 12＝（7－3）×3，15＝（12－7）×3，9＝（15－12）×3，－18＝（9－15）×3，规

律为第三项＝（第二项－第一项）×3，所求项为（－18－9）×3＝－81。

因此，选择 C 选项。

40、正确答案：B，全站正确率：59%，易错项：A。

解析

第一步，数列相邻两项之间倍数关系明显，优先考虑做商。

第二步，做商如图所示：

商数列为 2，3，5，7，是质数数列，下一项为 11，所求项为 210×11＝2310。

因此，选择 B 选项。

41、正确答案：B，全站正确率：73%，易错项：C。

解析

解法一：第一步，数列变化趋势平缓，考虑做和。

第二步，做一次和，做和如图所示：

和数列是基础幂次数列，底数是公差为 1 的等差数列，下一项为 6+1=7，指数数列为 2的常数数列，和数列下

一项为 7²=49，所求项为 49－20=29。

因此，选择 B 选项。

解法二：数列变化趋势平缓，优先考虑做差。做两次差如图所示：

二次差数列是以 5，－3 为周期的周期数列，则下一项为 5，一次差数列下一项为 4＋5＝9，所求项为 20＋9＝

29。

因此，选择 B 选项。

42、正确答案：C，全站正确率：63%，易错项：B。

解析

第一步，数列倍数关系明显，优先考虑做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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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做商如图所示：

商数列是公差为 2 的等差数列，则下一项为 3＋2＝5，所求项＝9×5＝45。

因此，选择 C 选项。

43、正确答案：D，全站正确率：82%，易错项：C。

解析

解法一：第一步，数列倍数关系明显，考虑倍数递推数列。

第二步，观察数列发现 5＝2×2＋1，9＝5×2－1，19＝9×2＋1，37＝19×2－1，75＝37×2＋1，规律为偶数

项＝前一项×2＋1，奇数项＝前一项×2－1，所求项是奇数项，则为 75×2－1＝149。

因此，选择 D 选项。

解法二：数列变化趋势平缓，做差无明显规律，考虑做和。做和如图所示：

和数列是公比为 2 的等比数列，下一项为 112×2＝224，所求项为 224－75＝149。

因此，选择 D 选项。

44、正确答案：B，全站正确率：55%，易错项：C。

解析

第一步，数列变化趋势较快，考虑倍数递推数列。

第二步，观察数列发现 13＝6×3－5，2＝3×5－13，63＝5×13－2，规律为第四项＝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

所求项为 13×2－63＝－37。

因此，选择 B 选项。

45、正确答案：A，全站正确率：41%，易错项：B。

解析

第一步，本题考查非整数数列中的分数数列。

第二步，分子只出现 1 和 3，考虑反约分，分子全部化为 3。原数列转化为 ， ， ， ， ，分子分

母分别成规律。

分子数列是 3 的常数数列；

分母数列：2，6，12，20，30，数列变化趋势平缓，考虑做差，做差如图所示：

差数列是公差为 2 的等差数列，下一项为 10＋2＝12，所求项分母为 30＋12＝42，所求项为 。

因此，选择 A 选项。

46、正确答案：D，全站正确率：35%，易错项：C。

解析

解法一：

第一步，本题考查平均数问题。

第二步，6个数字可组成 个不同的六位数，6 个数字在每个位数上出现的次数都为 次，故总和为

,

平均值为 。

因此，选择 D 选项。

解法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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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本题考查平均数问题。

第二步，6个数字组成任意一个六位数，必然存在对应的另一个与其之和为 777777（如：123456＋654321＝

777777），所以所有六位数的平均值为 。

因此，选择 D 选项。

47、正确答案：B，全站正确率：45%，易错项：C。

解析

第一步，本题考查基础计算问题。

第二步，设三个质数从小到大分别为 a、b、c，根据倒数和为 ，可得 ；

则 a×b×c＝1022n，一定是 1022 的整数倍，则三个数中至少有一个为偶数。

第三步，既为质数又为偶数可知 a＝2，则 b×c＝511，代入上式求得 b＋c＝80，从而 a＋b＋c＝82。

因此，选择 B 选项。

48、正确答案：C，全站正确率：34%，易错项：B。

解析

第一步，本题考查约数倍数问题。

第二步，任意两个奇数的积一定不能被 4 整除，任意两个偶数的积一定能被 4 整除。先从 30 个数中取 15 个奇

数，再从剩余的 15 个偶数中取 1 个不能被 4 整除的偶数即可。

第三步，最多可取 15＋1＝16（个）数。

因此，选择 C 选项。

49、正确答案：A，全站正确率：40%，易错项：D。

解析

第一步，本题考查经济利润问题，属于利润率折扣类，用赋值法解题。

第二步，由成本价相同，可赋值两件商品的成本价都为 100；第一件加价 25%售价为 100×（1＋25%）＝125、

第二件降价 13%售价为 100×（1－13%）＝87。

第三步，各售出一件时盈利为 。

因此，选择 A 选项。

拓展

若忽略“各售出一件”，易误选 D。

50、正确答案：B，全站正确率：73%，易错项：C。

解析

第一步，本题考查基础应用题，用方程法解题。

第二步，设一共运来水果 x 吨，苹果＋柚子＝30，香蕉＋柚子＋梨＝50，两式相加得：x＋柚子＝80。

第三步，柚子占水果总数的 ， ，解得 x＝64 吨。

因此，选择 B 选项。

解法二：

第一步，本题考查基础应用题，用代入排除法解题。

第二步，苹果和柚子共 30 吨，香蕉、柚子和梨共 50 吨，水果总量少于 80 吨，排除 C、D 选项。

第三步，代入 A 选项：柚子 （吨），香蕉＋梨＝50－14＝36（吨），水果总量＝36＋30＞56，不

符合，排除。

因此，选择 B 选项。

51、正确答案：D，全站正确率：54%，易错项：C。

解析

第一步，本题考查溶液问题，属于溶液混合，用方程法解题。

第二步，A浓度是 B的 2倍，设 B的浓度为 x，则 A 浓度为 2x；根据倒入两种溶液浓度变为 15%，列方程：

，解得 x＝5%。

第三步，A种酒精溶液的浓度为 5%×2＝10%。

因此，选择 D 选项。

拓展



获取试卷更新，请关注公众号：gwyeasy（公务员考试挺简单）,一个上岸考生分享经验和答疑的平台。

- 12 -

问题求 A 溶液浓度，出题人可能将 B 溶液浓度设为干扰项，观察选项，D是 A的 2倍，优先猜测 D为答案。

52、正确答案：B，全站正确率：51%，易错项：D。

解析

第一步，本题考查钟表问题。

第二步，3 点时，分针落后时针 90°，经过 19 分钟，分针比时针多走 19×（6°－0.5°）＝104.5°，故 3 点

19 分所构成的锐角为 104.5°－90°＝14.5°。

因此，选择 B 选项。

拓展

分针每分钟走 6°，时针每分钟走 0.5°

53、正确答案：B，全站正确率：62%，易错项：C。

解析

第一步，本题考查行程问题，属于相遇追及类。

第二步，根据相向出发并连续往返于两地，可知为两端出发多次相遇问题。根据第 2 次从甲地出发后与 b 汽车

相遇，实际是两车第 3 次相遇，可得（2×3－1）×210＝（90＋120）×t，解得 t＝5 小时。

第三步，b车共行驶 120×5＝600（公里）。

因此，选择 B 选项。

拓展

第 1 次从甲地出发开往乙地第 1 次相遇，从乙地返回甲地过程中第 2 次相遇，第二次从甲地出发后第 3 次相遇

54、正确答案：A，全站正确率：71%，易错项：C。

解析

第一步，本题考查容斥问题，属于二集合容斥类，用公式法解题。

第二步，设既不近视又不超重的人数为 x，可得 50－x＝20＋12－4，解得 x＝22。

因此，选择 A 选项。

55、正确答案：A，全站正确率：68%，易错项：B。

解析

第一步，本题考查工程问题，属于条件类。

第二步，每天多生产 10%才能按时完成工作，可得工作总量为 100×（1＋10%）×12＝1320（个）。前两天已经

生产了 200 个，则剩余每天要生产 （个）。

第三步，以后 10 天每天多生产 。

因此，选择 A 选项。

56、正确答案：C，全站正确率：36%，易错项：B。

解析

第一步，本题考查最值问题，属于反向构造。

第二步，喜欢乒乓球中喜欢羽毛球的人数“至少”，即两者都喜欢的人最少，题目为反向构造。

反向：不喜欢打羽毛球的学生有 1－70%＝30%，不喜欢打乒乓球的学生有 1－75%＝25%；

加和：不喜欢任意一项的学生至多有 30%＋25%＝55%；作差：两项都喜欢的学生至少有 1－55%＝45%。

第三步，在喜欢打乒乓球学生中至少有 喜欢打羽毛球。

因此，选择 C 选项。

拓展

45%表示所有人中两种球类都喜欢的最少比例，易误选 B。

57、正确答案：B，全站正确率：63%，易错项：D。

解析

第一步，本题考查基础计算问题。

第二步，根据比例为 ，通分可得甲∶乙∶丙∶丁＝6∶4∶3∶2。甲分到的项目额为

（万）。

因此，选择 B 选项。

58、正确答案：B，全站正确率：40%，易错项：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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