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申论工作方案 申论工作计划格式优选
(优质7篇)

无论是在个人生活中还是在组织管理中，方案都是一种重要
的工具和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应对各种挑战和问题，
实现个人和组织的发展目标。方案对于我们的帮助很大，所
以我们要好好写一篇方案。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方案策划
范文，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申论工作方案篇一

要想准确理解如何用例子论证分论点，那么就需要回归到例
子的本质——什么是例子。

从定义上来说，例子是性质类同的事物中具有代表性的单个，
多用于帮助说明或证明某种情况或说法的事物。因此在例子
的选择上，一方面例子必须具有典型性、代表性、恰当性，
另一方面，例子必须和论点有推理关系，即必须在例子之后，
分析论点和例子之间的内在联系，作为连接例子和观点的纽
带，保证逻辑性。

从考题上来说，在写作中例子包括：材料内案例、材料外人
物品质类案例、材料外热点时政类案例。

从性质上来说，例子包括：古代例子、现代例子、国内例子、
国外例子、正面例子、反面例子。

从个数上来说，分论点内部例子包括：单例子、双例子、三
例子、多例子。

故而，在例子的设计上，尽可能设计出不同类型的例子组合。



申论工作方案篇二

公务员申论写作格式要求：1、标题。

一般卷面即稿纸上，议论文标题要上下各空一行、在本行左
起空四格书写，有些具备完整的主、副标题的讲话稿可能需
要居中，因为要与标题下的讲话人姓名、日期对齐。

在具体要求不明确的情况下，应按照一般规则，左起空四格
书写，以保证格式上不出大的差错。

2、序号。

不能用序号，无论是汉字序号，还是阿拉伯数字序号，都不
要用，更不要用字母作为分论点的标识，否则就成了**在
《反对党八股》中反对的“甲乙丙 丁，开中药铺”，与试题
的序号冲突，且割裂答案内容。

可以用“一是……二是……”，“第一……第二……”，注
意分隔的符号是逗号，不是顿号，代表意思的连 续，而不是
用序号把文章分割成节。

推荐用“首先……其次”。

最好不用有明显痕迹的分节字眼，而是直接讲分论点。

3、字数统计。

包含标点符号和标题。

标题与标点符号都在答案计数之内，所以写作时，标题要尽
量简短，标点也要注意节约；反之，也不要滥用标点，顶充
字数。



4、概括资料信息。

一般不要分“1、2、3……”几点。

这一来可以避免与试卷的题号重复，二来可以避免对答案作
条块分割。

作答中把概括内容作为一个整体，按答题要求和实际情况写
在一个整段里，或分两至三小段。

概括只是一道小题，字数限制一般不超过400字，即使要表达
多层意思，有一两个小段也够了，最多不必也不会超过三段。

申论工作方案篇三

为指导社区(村)科学有序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根据_印发的《近期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工作方案》
有关要求，结合北京市疫情防控工作实际，特制定本工作方
案。

一、总体要求

二、工作任务

(一)社区(村)未发现病例

实施“外防输入”的策略，采取以下措施：

2.及时告知信息。社区(村)要发布告示，要求从疫情高发地
区人员立即到所在社区(村)进行登记，向公众发布就诊信息，
每日发布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发布的防控信息，提示出行、旅
行风险。

3.开展健康教育。社区(村)要通过社区、村宣传栏、“一封
信”、悬挂标语、微信公众号、微信群等多种形式将疾病防



治核心信息传达到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督促家庭在空气质
量允许的条件下开窗通风，每天不少于2-3次，每次不少于30
分钟，加强日常清洁和消毒，减少家庭聚会;督促个人做到戴
口罩、不握手、勤洗手、少聚集、不信谣、不传谣，咳嗽时
掩口鼻。社区(村)不组织大型公众聚集活动，督促公共场所
进行清洁、消毒和通风，避免交叉感染。

5.加强环境治理。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加大环境卫生整
治力度，严格对社区人群聚集的公共场所进行清洁、消毒和
通风，改善环境卫生状况，特别要加强对农贸市场的环境整
治和非法贩卖野生动物的监管，把环境卫生整治措施落实到
每个社区、每个单位、每个家庭。社区(村)组织开展以环境
整治为主、药物消杀为辅的病媒生物综合防制，对居民小区、
垃圾中转站、建筑工地等重点场所进行卫生清理，处理垃圾
污物;及时组织开展全面的病媒生物防制与消杀，有效降低病
媒生物密度。

(二)社区出现病例或暴发疫情。

当社区居民中，出现1例确诊病例或者在一个家庭、一个工地、
一栋楼同一单元发现2例及以上确诊病例时，采取“内防扩散、
外防输出”的策略，在上述5项措施的基础上，落实以下措施：

1.严格密接管理。各级医疗卫生机构要加强与社区的配合，
规范开展流行病学调查，科学判定密切接触者。全市各区要
指定隔离点，对无条件进行居家隔离的密切接触者开展集中
医学观察。卫生健康部门要将有条件居家医学观察的密切接
触者信息通报至各街乡镇，由街乡镇第一时间通知至社
区(村)。社区(村)要发动社区卫生人员对密切接触者进行规
范管理，落实密切接触者居家医学观察措施。每日随访密切
接触者的健康状况，为其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社区卫生人员
一旦发现密切接触者出现发热、气促、干咳等症状，立即报
告本区卫生健康部门及时启动排查、诊断、隔离治疗等程序，
并做好病人的隔离控制和转送至定点医院的各项准备。



2.加强消毒隔离。社区(村)要协助做好病例家庭、楼栋单元、
单位办公室、会议室等疫点的消毒，并在疾控机构的指导下
做好公共场所清洁消毒。居民出入社区时要佩戴口罩，社
区(村)要做到监督提醒。

(三)社区传播疫情

当社区居民中，14天内出现2例及以上感染来源不清楚的散发
病例，或暴发疫情起数较多且规模较大，呈持续传播态势，
采取“内防蔓延、外防输出”的策略，在上述7项措施的基础
上，落实以下措施：

申论工作方案篇四

申论，取自孔子的“申而论之”，即申述、申辩、论述、论
证之意。

它既有别于古代科举考试中要求就给定题目论证某项政策或
对策，撰写论文的策论形式，也有别于以往公务员考试中的
作文形式。

但申论考试的内容、方法及其要达到的测评功能，实际涵盖
了策论和作文这两种考试形式的基本方面。

申论考试“主要侧重考查应试者对给定资料的阅读理解能力、
分析归纳能力、提出和解决问题能力以及文字表达能力。

”考试形式既严格又灵活，要求考生摒弃套话、闲话，要求
分析、论证和解决问题透彻、全面、清晰，同时又保证考生
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施展自己的真才实学。

申论考试的特点 首先，申论考试的背景材料具有普遍性。

公务员录用考试比较注重对应试者实际能力的考查，而且内



容并不局限于某一方面，对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均有
涉及。

申论作为国家公务员考试的一种形式，又刚刚开始实践，考
试试题一般较为规范，不会出现偏差。

这主要表现在试题的表述明确，涉及的内容和观点都不偏颇，
没有争议，每个考生应该都能有论而发。

对于一些难以定论的问题，尤其是争论激烈的前沿问题，一
般是不会考的。

这样，考生在准备时就不必面面俱到，涉及过多。

其次，申论的题目有很强的针对性。

虽然申论考试题目的背景资料涉及面广，内容复杂，但是重
点突出。

针对性和可行性是申论考试中两个基本要求，认识和抓住了
这两点，才算真正领会了申论考试的精髓，找准了答题的突
破口，从而能够高屋建瓴、鞭辟入理地建构思路和完成论证。

因此，考生应认真仔细地阅读给定资料，不要匆忙提笔作答
和写作，在把握资料本质内容的基础上，抓住重点，条分缕
析，使回答和论证更富有表现力和说服力。

否则，只能是四处出击，尽管洋洋洒洒，长篇论道，但却不
得要领，事倍功半。

申论的考试内容 申论考试的结构比较规范，清晰明确，首先
给定一篇（或一组）1500字左右的资料，要求应试者在认真
阅读给定资料的基础上，理解给定资料所反映的事件（或案
例、或社会现象）的性质和本质，然后按要求作题。



其答题形式具体言之，就是经过对资料的整理、分析、归纳
后，用简明扼要的文字概括出给定资料所反映的主要问题，
然后针对主要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和可行性方案，在完
成上述两项程序的基础上，紧紧扣住给定资料及其反映的主
要问题，申明、阐述、论证对问题的基本看法和解决问题的
方法。

申论考试的解题环节和方法 申论考试的全部过程，可以归纳
为阅读资料、概括主题、提出对策、进行论证四个主要的环
节。

阅读理解给定资料是申论考试最基础的环节。

这个环节虽然不能用文字直接在答卷上反映出来，却是完成
其他三个环节的前提条件，而且在时序上位在首要，不容滞
后。

申论考试的时间应该说是比较充足的，考生应该也完全有必
要拿出一定的时间（一般需要40分钟左右）来仔细阅读给定
资料，以求真正理解和掌握资料的叙述思路和内容实质。

只有读懂读通全部给定资料，才能把握资料所反映的事件的
性质，也才能准确地概括出给定资料所反映的主要问题，完
成第二环节的要求。

切不可匆匆忙忙浏览一遍，不求甚解。

概括主题是一个重要的承上启下的环节，一方面它是对前面
阅读资料环节的一个小结，另一方面，又使提出的对策或可
行性方案以及论证过程更具有针对性，是其据以立论和展开
的基础。

若是主题概括不准确或是不够全面，下面的程序也就很难进
行了。



提出对策是申论考试的关键环节，重点考查考生的思维开阔
程度、探索创新意识、应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它给考生提供了充分发挥的自由空间，考生可以根据各自的
知识、阅历，对同一问题各抒己见，见仁见智。

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一环节中必须结合给定资料所涉及的范
围和条件，才可能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和方案。

进行论证是申论考试最后一个环节，在一定意义上，它才算
是申论的真正开始。

它要求应试者充分利用给定资料，切中主要问题，全面阐明、
论证自己对给定资料所反映的主要问题的基本看法以及解决
问题的方案。

前面的三个环节尽管非常重要，不可或缺，不能有任何懈怠，
但总的来说，还都只是积极有益的铺垫，此处的论证过程则
需要浓墨重彩，淋漓尽致地书写。

这不仅因为它的字数要求多，分值高于其他部分，更重要的
是，论证才是申论考试的核心，能全面考查和衡量一个人的
分析归纳能力、提出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逻辑说理能力。

论证部分的写作应该在深入思考、运筹帷幄的基础上进行，
最好事先列一个扼要的提纲，做到胸有成竹，行文流畅，并
要注意论题鲜明、重点突出、线索清晰、详略得当这些写作
的基本要求和规范。

参加申论考试的注意事项 1.认真审题。

考试时要注意答题技巧，合理分配时间，不要盲目求快。

一定要拿出足够的时间认真仔细地阅读给定资料，也就是说，



审题至关重要。

在这个过程中，要先理清资料的逻辑联系，抓住一个复杂事
件的主要问题。

然后，要把握住给定资料所反映的事件的环境和条件，这种
既定的条件是提出的对策是否具有可行性的重要依据。

抓准了主要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案就有了针对性；搞清给定
资料所...

申论工作方案篇五

正文主要内容：发文事由(为什么指导)+具体意见(措施)+结语
(以上意见如无不妥，请批转各地(单位)执行)

回复稿 /回应 /回帖/ 回信 /公开信

格式：标题+称呼+正文+发文单位+发文时间

正文主要内容：感谢+表态+分析(合理性 原因)+对策/承诺+
结尾

通过以上的总结，你有没有发现，其实申论应用文并不难，
答题时主要记住看清题目要求：以什么身份来写，写给谁，
写的内容要素是什么。

申论工作方案篇六

以下是策划书的基本格式一、策划书名称尽可能具体的写出
策划名称，如“*年*月**活动策划书”，置于页面中央，当



然可以写出正标题后将此作为副标题写在下面。

二、 活动背景 ：这部分内容应根据策划书的特点在以下项
目中选取内容重点阐述；具体项目有：基本情况简介、主要
执行对象、近期状况、组织部门、活动开展原因、社会影响、
以及相关目的动机。

其次应说明问题的环境特征，主要考虑环境的内在优势、弱
点、机会及威胁等因素，对其作好全面的分析（swot分析），
将内容重点放在环境分析的各项因素上，对过去现在的情况
进行详细的描述，并通过对情况的预测制定计划。

如环境不明，则应该通过调查研究等方式进行分析加以补充。

三、 活动目的、意义和目标：活动的目的、意义应用简洁明
了的语言将目的要点表述清楚；在陈述目的要点时，该活动
的核心构成或策划的独到之处及由此产生的意义（经济效益、
社会利益、媒体效应等）都应该明确写出。

活动目标要具体化，并需要满足重要性、可行性、时效性四、
资源需要：列出所需人力资源，物力资源，包括使用的地方，
如教室或使用活动中心都详细列出。

可以列为已有资源和需要资源两部分。

五、活动开展：作为策划的正文部分，表现方式要简洁明了，
使人容易理解，但表述方面要力求详尽，写出每一点能设想
到的东西，没有遗漏。

在此部分中，不仅仅局限于用文字表述，也可适当加入统计
图表等；对策划的各工作项目，应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排列，
绘制实施时间表有助于方案核查。

人员的组织配置、活动对象、相应权责及时间地点也应在这



部分加以说明，执行的应变程序也应该在这部分加以考虑。

这里可以提供一些参考方面：会场布置、接待室、嘉宾座次、
赞助方式、合同协议、媒体支持、校园宣传、广告制作、主
持、领导讲话、司仪、会场服务、电子背景、灯光、音响、
摄像、信息联络、技术支持、秩序维持、衣着、指挥中心、
现场气氛调节、接送车辆、活动后清理人员、合影、餐饮招
待、后续联络等。

请根据实情自行调节。

六、经费预算：活动的各项费用在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具体、
周密的计算后，用清晰明了的形式列出。

七、活动中应注意的问题及细节：内外环境的变化，不可避
免的会给方案的执行带来一些不确定性因素，因此，当环境
变化时是否有应变措施，损失的概率是多少，造成的损失多
大，应急措施等也应在策划中加以说明。

八、活动负责人及主要参与者：注明组织者、参与者姓名、
嘉宾、单位（如果是小组策划应注明小组名称、负责人）。

注意：1、 本策划书提供基本参考方面，小型策划书可以直
接填充；大型策划书可以不拘泥于表格，自行设计，力求内
容详尽、页面美观；2、 可以专门给策划书制作封页，力求
简单，凝重；策划书可以进行包装，如用设计的徽标做页眉，
图文并茂等；3、 如有附件可以附于策划书后面，也可单独
装订；4、 策划书需从纸张的长边装订；5、 一个大策划书，
可以有若干子策划书。

申论工作方案篇七

改写材料的过程本身是一个归纳概括的过程，避免要素过多
造成语言啰嗦、内容冗杂，一个完美例子的要求是：语言简



练精当，信息明确丰富。因此需要对案例进行概括，可以按
照：案例=主体+做法+结果 来书写。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做法、
结果尽量不抄原文，以归纳概括的思维表述做法、效果。

例如：【试题再现】王安石曾连续十数天踏访县境“东、西
十有四乡”，实地考察县情，了解民间疾苦，留下名篇《鄞
县经游记》。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指出，为了便于开展工作，
上任后的王安石花了大量时间实地考察当地经济状况，访察
民间疾苦。上任当年的十一月，王安石不顾舟车劳顿，遍访
民情，“凡东、西十有四乡，乡之民毕已受事。而余遂归
云”。在这次为期12天的考察中，王安石深入田间地头，了
解了鄞县百姓的生产、生活情况，并劝诫乡民疏浚灌渠、河
道。正是从一次次实地考察中，王安石对当地民众的生产及
生活状况了然于胸，为他制定治理鄞县的措施奠定了扎实的
基础，也使其行政措施深得民心。(材料节选)

归纳概括：王安石【主体】扎根鄞州，上任当年的十一月，
王安石不顾舟车劳顿，深入田间地头，遍访民情，【做法】，
而实现“凡东西十有四乡，乡之民毕已受事，而余遂归
云。”“田家有子皆习书，士儒无人不识麻”，组织民
众“大浚治川渠”【结果】，在勤政、修学、治水等方面的
丰功伟绩【概括】。

归纳概括材料，只是对事例的初步加工、压缩，很多同学在
论证的过程中，例子生硬而尴尬，在选取例子时，我们还需
根据不同的论证观点，进行不同侧重的转述、增删、分析，
使材料更有针对性。

侧重转述：不忘初心。王安石，扎根鄞州，不顾舟车劳顿，
遍访民情，【侧重转述】，坚持“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侧重转述】，而实现“凡东西十有四乡，乡之民毕已受事，
而余遂归云。”“田家有子皆习书，士儒无人不识麻”，组
织民众“大浚治川渠”，在勤政、修学、治水等方面的丰功
伟绩【结果】。



在完成对材料的转述之后，不能草草结束，很多考生往
往“以叙代议、例而不议”例子和论点之间相互脱离，失去
例子应有的作用，故而还需要有议论分析的句子，作为过渡，
来建立论点与例子的联系，使论证更具逻辑性、结构更具完
整性。因此，一方面从语言上看，我们可以准备一些过渡分
析的衔接句;另一方面从内容上看，可以从分析影响、原因、
假设反推等角度进行串联。

例如：不忘初心。王安石以为民服务为初心扎根鄞州【过
渡】，不顾舟车劳顿，遍访民情，坚持“为官一任，造福一
方”【过渡】，而实现“凡东西十有四乡，乡之民毕已受事，
而余遂归云。”“田家有子皆习书，士儒无人不识麻”，组
织民众“大浚治川渠”，在勤政、修学、治水等方面的丰功
伟绩。以百姓心为心，体察民心、倾听民声、顺应民意，改
善民生，这是他对初心诠释【过渡】。

材料外案例可以构成古今对比、正反对比、中外对比等，突
出层次性。

例如：不忘初心。王安石以服务于民为初心扎根鄞州，在勤
政、修学、治水等方面的丰功伟绩。他坚持初心“为官一任，
造福一方”，而实现“凡东西十有四乡，乡之民毕已受事，
而余遂归云。”“田家有子皆习书，士儒无人不识麻”，组
织民众“大浚治川渠”。以百姓心为心，体察民心、倾听民
声、顺应民意，改善民生，这是他对初心诠释。“节物风光
不相待，桑田碧海须臾改”当下时代更迭变换，也需以为民
初心，投入工作，就像警界女神警任长霞，在岗位上勤奋不
绰，解决十多年群众积累案件;像为民请命的孔繁森，像人民
的好书记廖俊波，太行山上的李保国，植根人民、服务人民，
这是他们对“一枝一叶总关情”的初心注解【材料外案
例——古今对比】。

不忘初心。难忘抗疫一线，以生命赴使命的勇毅，这是逆行
者为民的真心;难忘脱贫攻坚主战场，“不获全胜，决不收



兵”的呐喊，这是第一书记为民的信心;难忘防汛救灾，党旗
飘着一线，这是党员干部的为民的决心……初心是不忘“利
民之事行必兴”，是甘为“店小二”，倾听群众的呼声，体
察群众的疾苦，维护人民的利益。“民有所呼，政有所
应。”初心是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矢志不渝的目标。
时下，我国建成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开展门诊费用
跨省直接结算、养老服务体系加快健全……情系人民、造福
于民，一张张民生清单，兑换成了幸福清单，浸润着千千万
万党员的为民拳拳初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