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七星华电科技集团招聘笔试题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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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有所生，而独知守其根。乡村志之所以能在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激活乡村文化生命力上发挥独特作用，是因为其连着一个地方共同的文
化根源，是乡村文化共同体意识的载体。一个村的村民世代居住在一起，会形成相对稳定一致的情感、规则、习俗等，这一切都成为凝聚村民

的精神纽带。在乡村志的编修过程中，既要注重乡村地理、环境、人口、开发建设等物质文化的记录和保存，也要注重乡村精神文化内涵的挖

掘和提炼，通过追索和挖掘乡村大量独特的历史记忆、宗族传衍、俚语方言等内容，在乡村志中力争概括总结出获得广泛认同的地域特色文化

品格。

这段文字中“这一切”指代的是：

 A．世代相袭的生活习惯

 B．在一个乡村所形成的共同文化

 C．乡村文化所特有的内涵

 D．重视传统文化和地域特色

《正确答案》
B
《答案解析》

“这一切”指代前文，故需从前文寻找线索。前文指出乡村志连着一个地方共同的文化根源，是乡村文化共同体意识的载体，
并对此展开介绍，说明一个村的村民世代居住在一起，会形成相对稳定一致的情感、规则、习俗等，而这些都成为凝聚村民
的精神纽带。故“这一切”指代的是相对稳定一致的情感、规则、习俗等，即共同的文化，对应B项。

A项，“生活习惯”表述过于片面，排除；

C项，文段强调的是“共同的”，而非“特有的”，排除；

D项，“地域特色”并非“这一切”所指代的内容，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B。

【文段出处】《以时代精神做好乡村志编修》

2、农业一旦走上正轨，仅几千年间就飞快地发展起来，农业发展的原因在于人口的快速繁殖。农业发达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农业发展又需要更
多的人，二者共同推动着人类社会进步。农业的出现使得人类终于由被动地适应自然迈向了主动地改造自然，农业的进步也难以避免地伴随着

生态环境的破坏。在300万年的漫长时间里，人类没有选择农业，落后而平和地生存繁衍着。在距今1万年前后，人类选择了农业，此后就再也
停不下前进的脚步，文明和社会的发展与生态环境的破坏不断加剧，人类在幸福与痛苦的矛盾中不断地走向进步。

最适合做这段文字标题的是：

 A．农业与环境的两难抉择

 B．农业与人口的生存悖论

 C．农业——幸福与痛苦的选择

 D．农业——人类社会进步的火种

《正确答案》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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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解析》

文段首先指出农业发展和人口有关，然后详细阐述如何有关。接下来通过“使得”和“也”强调农业发展给人带来好坏两方面结
果。然后从时间的角度进行分析：农业出现之前，人类社会“落后而平和”，农业出现后，文明和社会发展的同时伴随着环境
破坏的加剧，依然强调农业出现给人类带来两方面结果，尾句再次强调，人类在“幸福与痛苦”的矛盾中不断进步。故文段为
开篇引出话题，后文说明结果，重点强调农业推动社会进步，同时导致环境破坏。C项，“幸福与痛苦”分别对应了农业带来的
好处与坏处，是对文段的高度概括，符合文意。

A项，“两难抉择”表示不知道选什么，文段人类已经选择了农业，表述错误，排除；B项，“农业与人口”对应开篇引出话题部
分，结论前，非重点，排除；D项，只介绍了农业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好处，文段还论述农业导致环境破坏这一坏处，表述
片面，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C。

【文段出处】《河姆渡：告别野生》

3、新兴城市或城市新区犹如一张白纸，摩天楼能凸显新城的现代化，体现出生机与繁华。但是，每个城市都有独特的格调，尤其是在老城区特
别是历史文化遗迹众多的街区，摩天楼必须服从周围的环境，应不强调个性、不突出体量、不破坏景观的连续性与历史的均衡感，如上海金茂

大厦的密檐式塔造型、台北101大厦的竹节造型等地域元素的使用，就是为了体现建筑与当地文化之间强有力的联系。

这段文字意在强调摩天楼建设：

 A．需要符合城市的文化气质

 B．不能脱离城市的整体规划

 C．必须立足于配套城市功能

 D．不能忽视舒适性和安全性

《正确答案》
A
《答案解析》

文段首句引出话题“摩天楼”，接着通过转折提出文段的重点，强调“摩天楼必须服从周围的环境”，“如”后的例子对观点做了进
一步解释说明，指出“建筑和当地文化要有强有力的联系”，故文段重在强调摩天楼建设与城市文化气质的协调统一，对应A
项。

B项，“城市整体规划”的范围扩大，文段只强调建筑应与当地城市文化紧密联系，排除；

C项，“配套城市功能”和D项“舒适性和安全性”，文段均没有提到，无中生有，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A。

【文段出处】《各地摩天楼拔地而起 城市发展须冷静》

4、用不了几十年，人工智能就会超越多种人类自认独有的能力。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这是个巨大的挑战，也许我们需要“非理性”地应对。计
算机占领了曾专属于人类的工作——那些需要知识、策略甚至创造力的工作。在这种“劳动分工”之下，我们应把人类的工作定位在与机器互补，
而非与之相抗衡上。重视机器带来的挑战，意味着我们需要作出改变，刻不容缓。同时，相信创造力是人类特有的价值，即使机器超越人类，

我们仍拥有地球上最具创造力的脑袋，里面装着天马行空的想法和深沉复杂的情感。

下列哪一说法与作者的观点不相符？

 A．人类应该及时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挑战

 B．人类的创造力不会被人工智能完全取代

 C．人类的知识是与人工智能相抗衡的基础

 D．人类与人工智能可在不同领域实现互补

《正确答案》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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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解析》

A项，根据“重视机器带来的挑战，意味着我们需要作出改变，刻不容缓”可知，“及时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挑战”表述正确，排
除；

B项，根据“相信创造力是人类特有的价值，即使机器超越人类，我们仍拥有地球上最具创造力的脑袋”可知，“人类的创造力
不会被人工智能完全取代”表述正确，排除；

C项，根据“我们应把人类的工作定位在与机器互补，而非与之相抗衡上”可知，“与人工智能相抗衡”与文意相悖，且“人类的知
识是抗衡的基础”无中生有，当选；

D项，根据“我们应把人类的工作定位在与机器互补，而非与之相抗衡上”可知，“在不同领域实现互补”表述正确，排除。

本题为选非题，故正确答案为C。

【文段出处】观点《人类最后的价值》

5、疫情导致全球产业格局重塑，中国国内也面临严峻挑战，中国将        内陆的新基建投资和消费转型构建稳定的国内循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与乡村振兴的有机        ，进一步为深化中国自然资本增值和重塑区域经济提供新的方向。

依次填入画横线处最恰当的一项是：

 A．提振 结合

 B．抓紧 协调

 C．依托 衔接

 D．力促 联系

《正确答案》
C
《答案解析》

本题可从第二空入手，“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这两者的关系应该是先有“脱贫攻坚成果”然后才能实现“乡村振兴”，C
项“衔接”指相互连接，能体现这两者间的承接关系，保留。A项“结合”指彼此紧密联系，B项“协调”指配合适当，步调一致，D
项“联系”指联络、接洽，也指事物之间的有机关联，均不如C项“衔接”更能体现出两者的承接关系，排除。

第一空，代入验证，依托内陆的新基建投资和消费转型，搭配恰当，C项当选。

故正确答案为C。

【文段出处】《脱贫攻坚的历史经验与生态化转型》

6、在下列各句中的横线处依次填入词语，最恰当的一组是（　　）。
①这里曾一度______泥石流，致使公路堵塞，桥梁冲垮，交通瘫痪。
②车尔尼雪夫斯基对托尔斯泰______表现人物心理变化的艺术特色极为称道。

 A． 暴发　擅长

 B． 爆发　擅长

 C． 暴发　善于

 D． 爆发　善于

《正确答案》
A
《答案解析》
第一空，所填词语应修饰“泥石流”，“暴发”、“爆发”都有突然猛烈发作的意思，“爆发”强调因爆炸而迅猛发生，“暴发”则多用
于山洪、大水或疾病等事物，泥石流不是因为爆炸产生的，应选“暴发”。第二空，由“称道”可知，托尔斯泰在表现人物心理变
化的艺术特色方面十分出色，“善于”强调对某种事很会做，“擅长”强调在某方面显得才能突出，“擅长”更能体现托尔斯泰的才
华，应选“擅长”。因此A项正确。

7、精神与物质，是人类生活不可或缺的两翼，此起而彼伏，相辅而相生，这也是自然界的平衡规律。物质产品极大丰裕之时，人们对文化和精
神的要求恰恰也就少了。反之，民族危亡，国难当头，《黄河》之声震天响起！特大地震，轰然袭来，泪光中的诗篇和歌吟，让多少人心潮澎

湃，挺起脊梁擦干眼泪！经济萧条不振，恰恰需要给人以文化的心灵鸡汤！

这段话的中心论点是（　　）。

 A． 经济环境的坎坷与挫折，正好为文化产品提供了难得的仓4作素材

 B． 人类生活中，物质产品越丰富，精神需要恰恰会越少

北京七星华电科技集团招聘笔试题库2024 3

编码： *̂2#p1@y59mutv3w 北京七星华电科技集团招聘笔试题库2024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

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27613221300

4010052

https://d.book118.com/276132213004010052
https://d.book118.com/2761322130040100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