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新四大发明即评 申论专题心得体会
(大全6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以
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新四大发明即评篇一

随着公务员入职门槛的逐步提高，申论考试在公务员考试中
的权重也越来越大。不少考生因此开始关注起申论备考，加
强自己的申论能力的同时，也逐渐有了自己对于申论的体会
和心得。笔者在备考申论过程中，也收获了不少经验。分享
一下自己的申论专题心得体会，希望对广大考生有所帮助。

第一段：审题的重要性

每一次的命题都有它的脉络和难点，都需要通过审题来挖掘，
寻找解题方案。从题干中抽象出问题根源，了解政策、法规
的本质内涵，理清思路，再通过论证，全面而深入地谋求答
案。而在审题时，需要注意题干的各种线索，扫描题目中的
各种关键词。同时，也可以通过另外的思考方式，如画图、
模拟等方式，助力审题。

第二段：如何结构化思路

申论考试对考生的要求不仅仅是思路的清晰与条理性，还需
要考生在写作时对所选材料进行解释、思路的展开和推论等。
之前，笔者经常为了展开论述而在选材时选择过多，导致无
法全面地论述各个方面；也可能由于对话题把握不清而无法
进入论述的主要内容中。梳理结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可将
各个元素联系成一个完整的框架，系统化地组织思路体系，



在排版时便可以顺着这个框架一步步展开。

第三段：字数要求与作答技巧

作为一道政治题目的申论，尤其需要在语言表达、思路展开
等方面下功夫。而字数的限定，更是考验考生的基本功。笔
者在写作时，发现要注意合理安排优秀段落的长度，不要强
行延长字数。另外，注意参照往年作文的字数变化规律，预
判今年的变化趋势，合理规划答题时间是很重要的。对于常
见的表达方式和用词，备考时可以进行积累，减少在考场上
组织词汇的时间。

第四段：丰富的素材和实际应用

申论作为一门实践性较强的学科，需要实操和实践相结合。
从平常生活中积累素材，到实践中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让自己的申论练习更有针对性。同时，在作答时，通过详尽
的举例、数据分析，真实的生动的形象表达，让作文更具说
服力和可操作性。

第五段：总结

申论作为公务员考试的重要分数落点之一，对每个考生而言
都需要认真对待。在准备过程中，除了备考计划、找到合适
的学科材料、深入理解考试要点等方面的准备外，同时也要
关注自身的思维能力和表达能力，不断完善自己的文章结构
和表达方式。希望我的申论专题心得体会，对广大考生能有
所启发，帮助考生从宏观到微观全方位提高自己的申论实力。

新四大发明即评篇二

诗词原文：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



漫江碧透，百舸争流。

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
地，谁主沉浮？

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
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
水，浪遏飞舟？

诗词翻译：

新四大发明即评篇三

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也曾说过：判断党和
政府工作好坏的根本标准，是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答应不
答应。然而在制度设计中，还存着忽视群众意见、漠视群众
利益、无视群众力量等突出问题，致使制度的科学性和有效
性受到一定影响。因此，要保障制度科学有效，必须要坚持
群众路线不动摇。

要集民智，虚心听取群众意见。俗话说：三个臭皮匠，顶个
诸葛亮。党在革命和建设的岁月里，一直注重听取群众意见、
汇集众人智慧，使各项制度设计充分吸纳了各界群众的智慧
与意见，确保了制度的科学性和有效性。然而当下，以限塑
令为代表，个别部门在制度设计过程中，缺少必要的调查研
究，忽视了群众的意见和智慧，导致制度脱离实际，难以执
行。所以，我们要引以为戒，鼓励公众参与制度设计，发表
不同意见，才能保障制度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要惠民利，维护群众切身利益。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
核心思想，要求我们在工作中要把尊重好、维护好、发展好
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视作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制



度设计的初衷，就是为了更好地维护群众切身利益;而能否维
护好群众切身利益，是关系到制度是否科学有效的关键。然
而，在计划生育罚款提成等制度设计过程中，部门本位主义
思想依然浓厚，出现了“好事人人管，坏事没人管;有好处就
管，没好处就算”等权力越位与缺位并存的现象，背离了制
度设计的初衷。

要用民力，发动依靠群众力量。有首歌唱得好：老百姓是天，
老百姓是地，老百姓是共产党力量的源泉。在制度设计过程
中，不仅要考虑到制度自身的合理性，更要考虑到制度的可
执行性。须知，执行是制度科学性和有效性最集中的体现，
是制度设计的生命线，而制度的顺利实施与有效执行，则离
不开群众的鼎力支持。当前食品安全工作领域的“媒体依赖
症”，虽然暴露出主管部门的监管缺失，但同样说明了食品
安全工作离不开公众特别是媒体的参与配合。这就是群众的
力量，是制度生命力的保障，也是提高制度设计科学有效性
的重要力量。

群众路线是党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现代化
建设胜利的重要法宝，也是保障和增强制度设计科学有效性
的基石。只要我们在制度设计中，能做到集民智、惠民利、
用民力，就能形成政民互动、干群互动、上下互动的大好局
面，最大限度地获得人民群众的理解与支持，最大限度地增
强制度设计的生命力!(959字)

点评：

新四大发明即评篇四

申论是国家公务员考试的重要考试科目之一，也是考生们常
常感到头痛的一门考试。其中，申论专题也是其中的难点之
一。从长期以来的申论教学经验来看，针对申论专题的学习，
相比于其他考试科目的复习，要更加注重细节的掌握和深度
的理解。在我参加国家公务员考试，并成功通过申论科目的



过程中，我也有些深刻的收获和心得，本文将结合自身经历，
就申论专题的学习技巧、考试技巧和心态等方面进行详细的
阐述。

一、 学习技巧篇

在申论专题的学习中，首先要掌握的就是学习技巧。要想取
得好成绩，除了自身的基础能力之外，还需要不断地提高自
身的学习方法和技巧。首先需要做到的是明确重点和难点所
在。在打开题目后，我们要快速抓住题目要点，重点分析问
题，从而很好地把握题目的难易程度和重心。难点的分析需
要从题目设置、材料解析、思路展开、论点方面着手分析，
因此要多看样题，多练手题。

其次，正确运用案例和观点。不少人在练习申论时，会出现
直奔题意而忽略解析材料的情况，虽然有时候会感觉是在偷
懒省事，但是可能会导致很多细节疏漏和更有深度的难点难
以把握。此外，还要注意正确解读材料，与自己的知识、经
验结合，给出相应的分析和判断。同时，练习申论的过程中，
也要注意具有灵活的表达和吸引眼球的技巧，这也是非常重
视的一点。

二、 考试技巧篇

考试技巧也是申论专题学习中必须非常重视的方面。申论是
一门考察实际运用能力的科目，在考试中，要想获得高分，
除了有高深的理论水平之外，还需要对考试环节有所了解，
并合理运用考试技巧。因为，智商和能力可以保证我们在练
习中得到不错的成绩，但在考试中，考场心态、考试技巧、
解题速度等方面也非常重要。在此，我结合自身的经验给大
家一些建议：

第一，一定要合理规划答题时间，推荐先快后慢的答题方式。
大小难度题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先把自己擅长的题目做完，



最后再去解决其他难题，这样可以保证时间充足。

第二，不要忽略答卷过程，考试可以留出时间对着卷子思考，
答题的时态语态要有一定的规范性。另外，大家在答题时也
应该遵守字数限制，多写就容易无心插柳柳成荫，写作过度
反而会降低分数。

第三，一定要注意审题的严谨性和细心程度。有时候，我们
在考试时可能会出现大意失控，漏掉题干中的一些重要概念
而出现失误。这时候，不妨把题目仔细地分条理地读一遍。

三、 心态篇

在考试中，心态是关键中的关键。事实上，高分不仅取决于
智商和能力，更取决于自己的心理状态。许多考生在考场上
表现失态，甚至拿到惨不忍睹的成绩，在其心态导致的大部
分成绩不理想的情况下。因此，要想在申论专题中取得好成
绩，最重要的环节就是心态，它像魔咒一样能帮助我们冲刺
准确，克服挫折，并带领我们迈上成功之路。

总之，心态的调节和掌握是必须要注意的一个方面，我们要
在考试前，保持平稳心态，利用闲暇时间去做自己最想做的
事情，这样可以缓解情绪，帮助减轻心理压力。考试中，我
们要冷静思考，并赢得自己的信任，在坚定信念的同时，聚
集精神去拼搏到底。远离焦虑和崩溃，是我们成功的最后一
步。

四、 练习篇

抛开其他因素的影响，练习申论练习对于提高考试成绩的重
要性不言自明。在练习过程中，要注意不断的总结经验以便
做到题目分类，对于模拟试题的创设，可以多看看与当年所
出试题类似的题目，并结合自身经历具体的解析练习，增强
自己的思考能力和用语表达能力。练习中也一定要注意及时



查漏补缺，并努力发现自己解题的疏漏之处，争取在考试中
改正。

五、 总结篇

总的来说，要想在申论专题中取得好成绩，需要具备严谨的
学习方案、精妙的考试技巧，良好的心态和扎实的练习舞台。
不仅要注意技能的掌握，还要在每一次尝试中思考和总结，
才能彻底做到全面提高。这些学习策略和技巧可以在考试中
起到指导作用，但同时也要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灵活应用，
并在实践中不断积累，通过不断的摸索，才能更好的适应考
试环境，顺利地拿到理想的分数。

因此，我们在备考申论专题的过程中不仅要有耐心和恒心，
更要有创新意识和灵活应变能力，磨砺目光和思索能力，我
们要不断改进学习方法，精益求精，准确把握题意，发挥优
势，遇到挑战时，我们要有充足的准备，敢于尝试，超越自
己。通过自己的不断努力和实践，相信最后我们一定能够攀
登成功的高峰。

新四大发明即评篇五

一、政务公开当前存在的问题

1、政府信息公开的思想观念障碍大。官本位思想、官僚主义
和文牍主义遗毒未清，部分公务员热衷于“暗箱操作”，不
愿意主动公开政府信息。

2、政府信息公开的内容有限，流于形式。表现在形式上公开
多，实质上公开少；结果公开多，过程公开少；原则方面公
开多，具体内容公开少；公众被动接受的多，主动参与的少。

二、政务公开难原因



1、部分单位和领导对信息公开重视不够。

2、特权思想严重，不愿公开。

3、存在腐败行为，不能公开。

4、信息公开监督缺乏力度。

5、政府信息公开法律体系不完善。

三、完善政务公开的对策建议

1、确立政府信息公开原则，促进政府观念的转变。

要敢于公开，及时公开，全面公开，真实公开。坚决摒弃封
建官本位意识，克服封建思想，杜绝“暗箱操作”，树立服
务理念。保证媒体及时准确获得信息。坚决杜绝以往政府官
员因害怕而隐瞒事件真相的做法，客观真实地公开相关事件
真相。

2、扩大政府信息公开范围，促进政府与社会公众的信息互动。

打破过去的时间和空间界限，打破过去政府信息公开的自上
而下的逐级下传模式，实现政府信息公开的网络化模式，提
高政府内外沟通的效率。行政机关行政行为全过程信息，特
别是行政决策信息需要及时予以公开，同时加强政府信息公
开的系统性、针对性。

3、拓宽政府信息公开渠道，更多地赋予民众政府信息请求权。

拓宽政府信息公开渠道，更多地赋予民众政府信息请求权。
积极建设电子政府，加快建设，建立政府与公众有关政府信
息的互动回应机制，提高政府的`反应能力和社会回应能力。

4、建立完整的社会监督机制。



建立完整的社会监督机制将是加速政府信息公开、提高政府
公信力的强大力量支持。首先要赋予第三方机构更大的权力，
加强第三方机构对政府信息处理的监督力度。其次要鼓励政
府在处理政府信息时采取听证、新闻发布和新闻发言人等增
加政府信息透明度。

5、提高依法行政水平，提供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保障。

政府带头践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公民、社会舆论要提
高自身的法制意识，依法行使对《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
的监督权和参与权。此外，应通过有关监督法律规范的制定，
提高新闻监督的法律效力，保证新闻媒介对政府信息的报道
权以及公众对政府公开信息的评论权。

6、加强政府公务人员的道德素质培养，转变政府职能。

公务人员的素质、政府部门的形象也直接决定着政府公信力
的强弱。为此，首先要转变执政理念，树立正确的政府信息
公开观念，实现由“官本位”思想、“权本位”思想向“民
本位”思想转变。其次要推行电子政务，加强政府公务人员
民主施政、阳光行政的执政理念。

四、经典论述“以人为本”是服务型政府构建的核心理念。

建设服务型政府，根本目的是进一步提高政府为经济社会发
展服务、为人民服务的能力和水平，关键是推进政府职能转
变、完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重点是保障和改善民生。

总结

在风险时期求索和谐

――近年来社会突发性公共事件的总结反思



当前我国正处于一个战略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频繁发生的
集体上访和群体性突发事件，以及西南大旱、玉树地震之类
关乎公共安全的自然事故，都在警示着高风险时期的来临。
面对此情此景，党和政府正以无穷的智慧和勇气直面风险、
构建和谐。作为公务员考试，政治、民生都是申论考试的重
点选题方向，考生有必要对近年来社会突发性公共事件进行
总结反思，了解其现象的原因及解决对策。

一、社会突发性公共事件频发的根本原因

自然灾难无法避免，但社会矛盾可以规避。事实上，回顾近
年来社会突发事件，可以将它们的根本原因归纳为社会利益
和利益分配的不对称。具体可分为两大方面：

首当其冲的是伴随着群众民主意识的不断增强，老百姓有着
更多的利益诉求，但这种诉求存在梗塞。例如百姓遇到问题
时无处倾诉、倾诉了也无人解决的现象时有发生，问题越积
越深就演变成了接二连三的上访现象。

其次，少许管理层面的决策不力、作风不实、漠视群众利益
现象也确有存在。例如近期频发的网络舆论危机事件大都是
人民群众对管理层人员工作、生活作风的检举，韩峰日记事
件、天价烟局长等事件均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二、社会突发性公共事件频发的解决措施

为此，我们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工作方针、从多方面入手、
多策并举化解矛盾、降低风险。

首先，化解矛盾最根本的着眼点在于畅通群众利益诉求通道。
要创建公平的博弈平台、拓宽民意表达途径，以此为民众提
供便利的诉求渠道。比如针对上访现象，其解决方法不是让
基层干部天南地北的追着上访者、盯着上访者，而是要让有
权处理问题的行政机关出面调解和落实，并建立高效透明的



化解矛盾的工作机制。

其次，在矛盾发生之前就必须具备高度的预见力，制定各类
风险应急和长期预案，并建立长效机制。如各级党政部门可
开展多种形式的矛盾纠纷排查工作，积极为群众排忧解难。
这样就能将遗留问题抹去，将未来风险预计。即使风险“变
现”，也能以未雨绸缪的前期工作为基础迅速行动、化险为
夷。

需要强调的是，对待那些涉及百姓重大经济利益的问题时，
应遵循民主协商的原则，决策透明、信息公开，充分尊重各
方利益关系。近期持续热涨的房地产市场在我国密集出台的
爱民政策面前也正在逐渐“退烧”，这正是我国党和政府维
护百姓利益的表现。

最后，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依法行
政、实现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也是有效化解社会矛
盾的重要方面。对内宣传教育的同时还要加强对群众的思想
教育工作和法制宣传工作，以此引导群众在面对矛盾冲突时
选择合法合理的正确方式。

应该看到的是，凡事都具有两面性，频发的社会公共事件不
仅仅是一种威胁，其实它也是一种激励，因为近年来的这些
矛盾甚至冲突已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百姓利益诉求渠道的畅
通和我国公民民主权力的深入。矛盾并不可怕，在党和政府
的英明领导下，相信整个中国社会必将全面走向和谐、迎来
辉煌！

新四大发明即评篇六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

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



江流宛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

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

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

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

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望相似 一作：只相似)

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

白云一片去悠悠，青枫浦上不胜愁。

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

可怜楼上月徘徊，应照离人妆镜台。

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

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

鸿雁长飞光不度，鱼龙潜跃水成文。

昨夜闲潭梦落花，可怜春半不还家。

江水流春去欲尽，江潭落月复西斜。

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

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落月 一作：落花)

译文

春天的江潮水势浩荡，与大海连成一片，一轮明月从海上升



起，好像与潮水一起涌出来。

月光照耀着春江，随着波浪闪耀千万里，所有地方的春江都
有明亮的月光。

江水曲曲折折地绕着花草丛生的原野流淌，月光照射着开遍
鲜花的树林好像细密的雪珠在闪烁。

月色如霜，所以霜飞无从觉察。洲上的白沙和月色融合在一
起，看不分明。

江水、天空成一色，没有一点微小灰尘，明亮的天空中只有
一轮孤月高悬空中。

江边上什么人最初看见月亮，江上的月亮哪一年最初照耀着
人?

人生一代代地无穷无尽，只有江上的月亮一年年地总是相像。

不知江上的月亮等待着什么人，只见长江不断地一直运输着
流水。

游子像一片白云缓缓地离去，只剩下思妇站在离别的青枫浦
不胜忧愁。

哪家的游子今晚坐着小船在漂流?什么地方有人在明月照耀的
楼上相思?

可怜楼上不停移动的月光，应该照耀着离人的梳妆台。

月光照进思妇的门帘，卷不走，照在她的捣衣砧上，拂不掉。

这时互相望着月亮可是互相听不到声音，我希望随着月光流
去照耀着您。



鸿雁不停地飞翔，而不能飞出无边的.月光;月照江面，鱼龙
在水中跳跃，激起阵阵波纹。

(此二句写月光之清澈无边，也暗含鱼雁不能传信之意。)

昨天夜里梦见花落闲潭，可惜的是春天过了一半自己还不能
回家。

江水带着春光将要流尽，水潭上的月亮又要西落。

斜月慢慢下沉，藏在海雾里，碣石与潇湘的离人距离无限遥
远。

不知有几人能趁着月光回家，唯有那西落的月亮摇荡着离情，
洒满了江边的树林。

创作背景

《春江花月夜》为乐府吴声歌曲名，相传为南朝陈后主所作，
原词已不传，《旧唐书·音乐志二》云：“《春江花月夜》、
《玉树后庭花》、《堂堂》，并陈后主作。叔宝常与宫中女
学士及朝臣相和为诗，太乐令何胥又善于文咏，采其尤艳丽
者以为此曲。”

后来隋炀帝又曾做过此曲。《乐府诗集》卷四十七收《春江
花月夜》七篇，其中有隋炀帝的两篇。

张若虚的这首为拟题作诗，与原先的曲调已不同，却是最有
名的。目前具体的创作背景已不可考。

张若虚张若虚(约660—约720)，唐代诗人。扬州(今属江苏)
人。曾任兖州兵曹。生卒年、字号均不详。事迹略见于《旧
唐书·贺知章传》。中宗神龙(705～707)中，与贺知章、贺
朝、万齐融、邢巨、包融俱以文词俊秀驰名于京都，与贺知



章、张旭、包融并称“吴中四士”。玄宗开元时尚在世。张
若虚的诗仅存二首于《全唐诗》中。其中《春江花月夜》是
一篇脍炙人口的名作，它沿用陈隋乐府旧题，抒写真挚动人
的离情别绪及富有哲理意味的人生感慨，语言清新优美，韵
律宛转悠扬，洗去了宫体诗的浓脂艳粉，给人以澄澈空明、
清丽自然的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