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徽滁州市兴滁实业有限公司招聘笔试题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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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中国大地，正在经历着由黄到绿、由绿到美的转变。但也要看到，随着自然条件较好地区基本绿化完成，继续增加林草资源的难度越来
越大；林草资源质量亟待提高，尤其是在开展绿化工作的过程中，还有违背自然和经济规律的现象需及时扼制。“在哪儿种”“种什么”“怎么
种”“怎么管”，这些问题必须认真解答。

对这段文字所强调的内容概括最准确的是：

 A．要科学绿化并科学管理

 B．要并重绿化数量与质量

 C．要合理地拓展绿色版图

 D．要有效地守护绿化成果

《正确答案》
A
《答案解析》

文段开篇指出中国大地正在经历越来越好的转变，随后通过转折词“但”指出继续增加林草资源的难度越来越大，违背自然和
经济规律的现象需及时扼制，尾句通过“必须”引导对策，强调我们要解答“在哪儿种”“种什么”“怎么种”“怎么管”的问题，对应A
项。

B项，“并重绿化数量与质量”文段并未提及，无中生有，排除；

C项，“合理地拓展绿色版图”对策表述错误，文段已经指出继续增加林草资源的难度越来越大，排除；

D项，“有效地守护绿化成果”只能对应“怎么管”，表述片面，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A。

【文段出处】人民网《科学绿化 让国土常青（新征程·新步伐）》

2、长期以来，学术界形成一种成见，将新文化运动仅仅理解为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激进派，而将梁漱溟等人视为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或排除在
外，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极大的偏见。按照这种理解，“五四”新文化运动只能是激进，只能是反传统，而一当人们发现传统其实是并不能完全被否
定的，“全盘西化”此路不通时，便会回头质疑“五四”、否定“五四”。
本段文字意在表明（　　）。

 A． “五四”新文化运动并不激进

 B． 人们质疑“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原因

 C． 学术界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理解是错误的

 D． 人们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认识其实是一个后知后觉的过程

《正确答案》
C
《答案解析》
C项正确，由“固定的成见”、“极大的偏见”和“按照这种理解”可知，作者的观点即是对学术界这种理解的批判。A项错误，作者
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并不仅仅包括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激进派，但并不等于作者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不激进。B项错误，文
段中介绍了人们质疑“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原因，但作者并没有简单对其进行说明，而是针对这一观点进行了再次否定。D项错
误，文段中有说人们存在对“五四”认识后知后觉的现象，但是这并不等于人们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认识就是一个后知后觉的
过程，以偏概全了。

3、改革开放40多年来，尽管我国农业劳动力绝对数量不断下降，但农产品产量逐年增加，土地适度规模经营不断推进，制度创新成果显著。我
国实现土地适度规模经营主要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土地经营权流转形成的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由农户拥有的承包权派生出租、转包、入股等方

式，让第三方分享其经营权；二是土地经营权不流转，农户将田间作业环节托转给新的服务主体，形成服务的适度规模经营。这两种方式都形

成了新条件下土地农户承包经营权的共享，为小农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找到了切实可行的路径。

这段文字意在说明：

 A．土地经营权的制度创新促进了农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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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土地经营权的流转要把握好尺度和范围

 C．经营权共享是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核心特征

 D．农业专业化发展离不开土地权属的制度创新

《正确答案》
C
《答案解析》

文段开篇说明虽然我国农业劳动力数量减少，但是农业方面不断进步，土地适度规模经营不断推进。接着具体介绍我国实现
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两种方式。尾句通过指代词“这”指代前文得出结论，强调土地农户承包经营权的共享实现了土地适度规
模经营，从而有利于实现小农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故文段为分总结构，强调了经营权共享对于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很重要，
且把握住文段主题词“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经营权的共享”，对应C项。

A项，缺少主题词“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经营权的共享”，且“制度创新”表述不明确，“农业发展”表述范围扩大，排除；

B项，“土地经营权的流转”非文段重点，且表述片面，排除；

D项，缺少主题词“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经营权的共享”，且“制度创新”表述不明确。

故正确答案为C。

【文段出处】《人民日报人民要论：抓好农村重点改革任务》

4、过去，人们将胚胎干细胞（ES细胞）培育成心脏和神经等细胞后进行移植时，人体也会将其视为异物而发生排异反应。但iPS细胞是患者自
身的细胞制作的，所以很可能不会产生类似问题。由于ES细胞是破坏受精卵后制作的，所以一直以来被认为存在伦理问题，现在，有了iPS细
胞，干细胞研究就会避开伦理问题。种种因素加在一起，使得山中伸弥在开发出iPS细胞6年后就获得了诺贝尔奖。
下列说法与原文相符的是（　　）。

 A． iPS细胞是患者自身细胞制作的，所以不会产生排异反应

 B． 人体会将移植的胚胎干细胞视为异物而发生排异反应

 C． 胚胎干细胞一直被认为存在伦理问题

 D． iPS细胞能够取代EP细胞从而避开伦理问题

《正确答案》
C
《答案解析》
C项正确，文中提出“由于ES细胞是破坏受精卵后制作的，所以一直以来被认为存在伦理问题”。A项错误，由“iPS细胞是患者
自身的细胞制作的，所以很可能不会产生类似问题”可知，是“可能不会”而不是“一定不会”。B项错误，人体排异的是胚胎干细
胞培养成的心脏和神经等细胞，而非胚胎干细胞本身。D项错误，由“有了iPS细胞，干细胞研究就会避开伦理问题”可知，iPS
细胞有助于使干细胞研究避开伦理问题，但未提及iPS细胞是否能取代EP细胞。

5、中华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蕴藏在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自身的相处之道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念，而        其中的则是
对“和”的追求。

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A．分列

 B．统贯

 C．包含

 D．纵横

《正确答案》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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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解析》

根据“中华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蕴藏在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自身的相处之道中”可知，横线处应体现出对“和”的追求贯穿
始终之意，B项“统贯”指系统、条贯，可以体现“贯穿始终”之意，当选。

A项“分列”指按照一项准则分级或分类，与文意无关，排除；

C项“包含”指里边含有，无法体现“贯穿始终”之意，排除；

D项“纵横”指竖横交错或奔驰无阻，文段未体现“交错”之意，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B。

【文段出处】书籍《中国文艺评论》2021年第5期——《中华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基于人与自然、他者和自身关系视角的
考察》

6、生态修复请求分为生态修复的行为请求和费用请求，前者是为了防止生态环境权益损害的发生或扩大，请求责任人停止污染破坏行为；当被
破坏的生态环境无法恢复时，请求责任人进行人工修复。如果责任人不具有修复能力或意愿，可请求责任人承担修复费用。因此，修复行为请

求应作为首要诉求，在责任人不能或不愿进行修复时，才能提出修复费用请求。在司法实践中，很多公益诉讼人却往往将修复费用请求作为首

要诉求，但由于诉求和判决的修复费用数额不易确定，责任主体短期内难以承担修复费用，生态修复工作很难有效开展。

这段文字意在说明：

 A．应该制定生态修复费用的分级标准

 B．修复费用请求往往很难得到有效落实

 C．应根据责任人的能力确定生态修复诉求

 D．生态修复诉讼应当首先提出修复行为请求

《正确答案》
D
《答案解析》

文段开篇指出生态修复请求分为“行为请求”与“费用请求”两种，然后围绕“行为请求”进行介绍，并说明“如果责任人不具有修复
能力或意愿，可请求责任人承担修复费用”。接着通过结论标志词“因此”对前文进行总结，提出观点，即修复行为请求应排在
修复费用请求之前，来作为生态修复的首要诉求。尾句通过阐述将修复费用请求作为首要诉求时很难有效开展工作这一现
状，站在反面的角度论证前文观点。故文段为分总分结构，重在强调生态修复的“修复行为请求应作为首要诉求”，对应D项。

A项，“制定生态修复费用的分级标准”文段未提及，无中生有，排除；

B项，“修复费用请求往往很难得到有效落实”对应文段尾句，为反面论证内容，非文段重点，排除；

C项，文段重在强调“生态修复行为请求”，“责任人的能力”偏离文段重点，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D。

【文段出处】《生态修复责任在环境公益诉讼中的实现路径》

7、山有山的雄峻，水有水的柔婉，云有云的缥缈，而表现出的美丽各不相同。如果每个人都成为一道                的风景，生活就是绚丽多姿的
世界。

填入画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A．熠熠生辉

 B．引人入胜

 C．与众不同

 D．美轮美奂

《正确答案》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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