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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7 月 23 日安徽省桐城市事业单位考试试卷

《综合应用能力》参考答案及解析

【声明】

1.以下题目均来源于网络，可能存在偏差，展鸿教育不对此准确性、合法性及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2.本份卷子的答案及解析基本为展鸿教育独家编写，转载请注明出处；

3.若有权利人对题目及解析主张所有权，请及时联系我司，我司将依法采取措施保障权利人的合法

权益！

一、请根据材料一和材料二，归纳概括 S 县植保站在人才队伍建设和人才管理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30 分）

要求：分条列项，全面、准确。字数在 150 字以内。

【参考答案】

队伍建设：1.专业员工少，员工偏老龄化；2.工作不专业，新技术现学现卖；3.员工缺少纪律性，

对工作缺少敬畏。○展○鸿

人才管理：1.工作压力大，员工难有休息；2.领导难以体谅员工，对受伤员工缺少慰问；3.请假相

关管理制度不到位，缺少明文规定；4.单位晋升渠道不通畅，工○展○鸿作“没奔头”，难以留住人才。

（136 字）

二、根据材料三，分析概括当地农民在病虫防治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有效的帮扶对

策。（35 分）

要求：概括全面准确，语言简洁，分条列项。字数在 200 字以内。

【参考答案】

主要问题：1.缺少病虫防治意识；2.存在错误认知。○展○鸿

帮扶对策：1.加强宣传力度。通过宣传栏、自媒体、讲座等形式进行宣传讲解，引导农民形成正确

认识，学习专业科学知识，强化相关意识。2.开展病虫防治调查。注重病虫害预测预报，通过现代技术

调查、分析，针对性帮助制定防治措施，○展○鸿提升预防病虫害的实效性。3.健全病虫防治体系。提高

队伍专业程度，更好指导病虫防治工作；制定完善相关措施政策和监督机制，保障病虫防治工作开展。

（198 字）

三、鉴于近期多次接到农民喷洒农药发生中毒的报告，S县植保站准备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一次“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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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使用安全教育”活动。请根据材料四，从“提高安全意识”“日常安全须知”两方面为各乡镇的宣传

栏写一份宣传稿。（40 分）

要求：内容具体，针对性强；用语恰当，通俗易懂。500 字左右。

【参考要点】

关于农药安全使用的宣传稿

广大乡亲们：

近期来，喷洒农药发生中毒的事件多次发生。尤其是 2019 年 9 月欧大叔农药中毒事件，值得我们

警醒。欧大叔因喷洒农药不慎得了“败血症”○展○鸿，一度病危，经历 7 天 7 夜的抢救才捡回一条命。

鉴于此，我站从广大群众利益出发，特在此作出如下宣传：

一、提高安全意识

农药会引起中毒，甚至会致人死命，据有关方面统计，我国每年农药中毒人数至少有 10 万人，致

死率高达 20%。农药残留和污染致病致死人数更无法统计。

○展○鸿农药中毒时，会有头晕、恶心、呕吐等症状。严重时，可能会发高烧，变成急诊重症，甚至病

危。日常有病史的人，自身免疫力更容易降低，从而诱发感染，患上“败血症”，病情飞跃发展，导致

身体受损害。

对此，广大乡亲需要加强对农药中毒的警惕，提高自身的安全意识，学会安全使用农药。

二、日常安全须知

1.天气恶劣情况注意防护和休息，不轻易摘口罩。

2.作业时注意个人卫生，吃干粮注意洗手。

3.作业时不贪图求快，要注意顺风喷药。○展○鸿

4.日常要检查机器，防止喷雾器渗漏。

5.有基础病史的要注意及时去医院诊治，加强锻炼，提高自身免疫力。

希望广大乡亲能够提高安全意识，加强警惕，正确认识安全使用农药的重要性，从而让农药中毒事

○展○鸿件可以越来越少，让安全意识在乡间扩散！

S 县植保站

XX 年 XX 月 XX 日

（521 字）

四、为普及外来物种及其入侵危害等有关知识，引导当地群众科学理性应对外来物种入侵。S县植

保站拟开展系列科普活动。在活动的启始仪式上，S县植保站站长将做主题发言，请根据材料五，为站

长写一篇发言稿。（45 分）

要求：全面准确，有逻辑性；语言得体，有感染力；不少于 7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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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范文】

科学认识外来物种 携手维护美丽家园

各位来宾们：

大家好！

谈起外来物种，人们通常会联想到“入侵”“危害”，感到恐慌，却又知之甚少。今日，我站就普

及外来物种及其入侵危害等有关知识，开展外来物种入侵系列科普活动，引导大家科学理性应对外来物

种入侵。在开始之前，请容我耽误一点时间进行简短发言，帮助大家更好了解今日主题活动。○展○鸿

外来物种是指对于一个特定的生态系统与栖息环境来说的任何非本地的生物。而外来入侵物种是指

对生态系统、栖境、物种、人类健康带来威胁的外来物种。外来入侵物种，会对生态系统、人类经济和

福祉产生不利影响。

然而○展○鸿，外来物种却不一定都是有害的入侵物种。一些有意引入的外来物种，通常具有一定的

经济价值和较高的食用价值，能够丰富我们的生活。如大米草、福寿螺等，就是人们追求其经济价值而

有意地大量引入的；如原产于美国东南部的小龙虾，虽然繁殖能力强大，但由于具有食用价值，养殖数

量在于可控制范围内。反观曾经在珠江水域泛滥的水葫芦，虽然是观赏植物，也能够被用作家畜的饲料，

但由于繁殖能力惊人，导致每年人工打捞的费用高达 1 亿元，造成了经济上的损失。

由此，“入侵物种”并不同于“外来物种”，能够被利用好、管理好的外来物种，会发挥有益的作

用；而带来一定危害的外来物种，便是“外来入侵物种”○展○鸿。

对防止外来物种入侵进行立法是维护生态平衡的法律保障。我国对于“外来入侵物种”的防治工作

已开展了很多年，但仍然还缺少具体的关于专门针对外来物种入侵的法律法规，相关规定分布分散于其

他法律中，有利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法律法规亟待出台。

○展○鸿对此，每个人都要树立起保护意识：

一、不通过非法渠道购买不明物种，并自觉举报相关违法交易。

二、不要在网上邮寄活体的昆虫、种苗或通过朋友在国外购买、携带入境；出入境配合做好安检，

不私自携带不明物种。

三、不得擅自引进、释放或者丢弃外来物种，不随意放生。

四、一旦发现身边有新出现的疑似外来入侵物种的生物时，及早向当地有关部门报告或联系专业人

员来鉴定和处理，避免传播扩散，造成危害。

未来需要你我携手，从身边小事做起，筑牢外来物种入侵防控屏障，维护生物安全，更好守护美丽

家园！○展○鸿（879 字）


	2022年7月23日安徽省桐城市事业单位考试试卷              《综合应用能力》参考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