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部学员专用，请勿外发

2022 年广东省公务员无领导面试日常题本第十六套

【材料】

预制菜一般是指将各种食材配以辅料，加工制作为成品或半成品，经简易处理即可食用的便捷风

味菜品。目前，市场常见的预制菜品种有水产类、畜禽类、蔬菜类等。预制菜是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的新模式，是推进“菜篮子”工程提质增效的新业态，是农民“接二连三”增收致富的新渠道，

对促进创业就业、消费升级和乡村产业振兴具有积极意义。

1.充分发挥省农产品加工服务产业园牵头作用，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预制菜相关企业、农业

龙头企业及行业协会共同建立预制菜联合研发平台。依托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工业产业园和农业科

技园区，重点开展预制菜共性基础研究，建立预制菜原料和菜谱数据库。

2.设计研发预制菜生产、加工、仓储、冷链、物流等装备，开发预制菜新厨具、新餐具、新包

装。支持预制菜研发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发中心建设，加强预制菜知识产权保护。

3.构建预制菜质量安全监管规范体系。着眼高标准引领高品质预制菜发展，组织开展粤菜三大菜

系预制菜全产业链标准体系建设试点工作，逐步制定完善预制菜从田头到餐桌系列标准。

依托广东农产品保供稳价安心数字平台等，对预制菜检测方法进行研究，定期组织有资质的第三

方检测机构开展抽检。探索建立预制菜产业链供应链常态化质量安全评估体系。以田头（塘头）智慧

小站等为有效载体，实现预制菜专供农产品源头检测追溯。（省市场监管局、农业农村厅牵头，省商

务厅、卫生健康委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4.编制预制菜产业发展规划，立足资源禀赋、区位优势，按“一核一带一区”分区谋划布局建设

一批预制菜产业园，力争建设若干个在全国乃至全球有影响力的预制菜产业园，形成预制菜产业集聚

效应。发挥广东特色农业优势和粤菜品牌优势，推动预制菜产业企业和产业链上下游配套企业集中入

园发展。

5.培育预制菜示范企业。培育一批涵盖生产、冷链、仓储、流通、营销、进出口以及装备生产等

环节的预制菜示范企业，充分发挥产业链链主企业作用，引导预制菜中小企业成为“专精特新”企

业。

6.培养预制菜产业人才。把预制菜产业人才培养纳入“粤菜师傅”工程，鼓励职业院校（含技工

学校）和普通高校增设相关专业课程，推进预制菜“产学研”基地建设。依托省“粤菜师傅”人才培

养与评价联盟，发挥粤菜餐饮企业、行业协会等社会力量，组织开展预制菜生产、电商直播、市场营

销、物流配送等产业发展相关职业（工种）技能人才培训和职业技能评价，大力培养预制菜相关人

才。

7.推动预制菜仓储冷链物流建设。组织引领仓储冷链物流企业与预制菜生产企业对接，充分发挥

省内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的牵引辐射作用及粤港澳大湾区（广东·惠州）绿色农产品生产供应基

地、肇庆（怀集）绿色农副产品集散基地等基础设施作用。

8.拓宽预制菜品牌营销渠道。开展线上线下营销活动，鼓励预制菜企业创建加盟网店。依托中国

国际食品配料博览会等国家级展会平台，结合广东省“双百”会展等品牌活动，每年组织筹办若干场

国内外专场推介活动。加强广东预制菜品牌宣传推广，打造一批驰名中外的预制菜品牌，让预制菜产



让学习更快乐 让考试更简单

业成为消费亮点产业。

9.推动预制菜走向国际市场。探索建立服务团队指导预制菜出口通关。大力培育预制菜出口企

业，鼓励广东预制菜企业到境外建立加工基地，充分利用海外仓，通过贸易、投资等方式拓展国际市

场。增强预制菜原料全球采购能力，积极开展同业交流合作，实现“农产品进、预制菜品出”“一产

进、二产出”。

10.加大财政金融保险支持力度。各级政府要将预制菜产业发展纳入本级财政支持范围，在不形成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前提下，支持符合条件的预制菜产业项目申报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统筹安排涉农资

金，支持预制菜直供基地、田头（塘头）智慧小站等基础设施建设。

11.建设广东预制菜文化科普高地。支持各地建设富有岭南地方特色的粤港澳大湾区预制菜美食文

化城（街），传承弘扬“广府菜”“潮汕菜”“客家菜”等粤菜餐饮文化，推进预制菜产业与休闲、

旅游、文化产业等深度融合，持续开展“食在广东”“广东喊全球吃预制菜”系列活动，营造预制菜

饮食文化的浓厚氛围。

12.在省统筹建设的“粤科普”公共服务平台开设“预制菜科普”专栏，加强广东预制菜科普宣

传，推进预制菜科普基地建设。各地要统筹利用网、屏、端等平台，加大预制菜品牌文化建设和科普

力度，让广东预制菜成为新餐饮风尚、新餐饮模式、新餐饮文化产业的引领者。

【任务】

1、从 12 项措施中选择最重要的 3 项，排序，说明理由。

2、从 12 项措施中选择出最重要的 5 项并排序，小组讨论并形成一致

【要求】

1、阅读材料和思考问题 10 分钟:

2、考生按考号从小到大依次就问题 1 进行个人陈述，每人时间 3 分钟；

3、小组成员就问题 2 进行讨论，达成一致意见，讨论时间 8-9 人 50 分钟，6-7 人 40 分钟；

4、考生按照考号从大到小依次进行总结陈词，每人时间为 2 分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