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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4 月 27 日浙江省事业单位统考试卷

《综合应用能力》参考答案及解析

一、案例分析题（根据所给案例，回答后面的问题。50 分）

案例一

问题：根据材料，分析我国“新三样”走俏全球市场的原因。（20 分）

要求：全面准确，条理清晰，字数不超过 300 字。

【参考答案】

原因：1.市场规模潜力大。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易形成规模经济效应，摊薄企业成本，形成竞争优势。

2.人才红利显现。劳动力受教育程度高，研发、技能人才数量大。3.集群优势显著。全产业链集群发展、

协同创新，形成较大市场体量和消费力，降本增效；聚集高校、科研院所和高新技术企业，开展科技攻

关。4.实体经济坚实。具有完备的工业门类，实体经济底盘坚实、体系完备，龙头企业牵引带动，中小

企业各展其长，上下游合力攻坚。5.技术迭代加速。由云平台抓取分析问题，提出解决方案，提升产品

技术迭代速度。6.政策措施完备。在供给侧、需求侧、配套设施领域依据不同阶段产业发展出台政策措

施，完善配套、夯实基础、促进消费、优化生态。（292 字，计空格 300 字）

案例二

问题：五四青年节前夕，某大学团委计划组织一批先进事迹宣传稿推送给学生，小谢和小白的事迹

为其中一组文稿，根据给定资料，围绕“当代青年与乡村全面振兴”话题，为这组文稿写一份编者按。

（30 分）

要求：主题明确，认识深刻，条理清晰，语言流畅，字数不超过 500 字。

【参考答案】

编者按：在乡村全面振兴的大背景下，一批年轻人主动选择回到乡村，以责任与担当投身乡村建设。

民宿“墟里”创始人小谢是北大法律系毕业生，在工作十年后选择回家乡改造乡舍。这一举动遭到

了家人与朋友的劝阻，但营业量和网友的支持让他坚定选择。首先，以“共益社区”的开发模式，重构

新型乡村共同体，以返乡支持系统助力更多人才建设家乡。其次，与当地政府、村集体共同携手，建立

多元投入机制，修缮历史文化古村落，开发利用当地资源，挖掘非遗文化，建设商业及公共项目。同时，

发起志愿者项目，策划乡村庆典活动和新乡民招募计划，有效提升知名度，让更多村民增收致富。

95 后女兽医小白因父母养殖失败，下定决心转专业，回家乡当兽医。面对村民的质疑，她坚定自我，

以拍摄短视频、直播出诊的方式赢得信赖，同时也获得了关注和流量，吸引更多年轻人返乡创业。随后，

她组建年轻团队，开设兽医服务站，为当地养殖户服务。通过和村民沟通，持续优化视频、完善服务。

小白热爱兽医工作，不以赚钱为目的，以扎根行业发展为目标，找到人生奋斗的意义。

乡村振兴赋予青年新的历史使命。愿当代青年以他们为榜样，肩负起乡村振兴的时代重任。（479

字，计空格 500 字）

二、作文题（阅读以下材料，然后按后面的要求作答。50 分）

问题：根据材料主旨，围绕“科技型企业家”话题，自选角度，自拟题目，写一篇议论文。（50分）

要求：1.主旨明确，结构完整，思路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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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内容充实，论述深刻，语言流畅；

3.不拘泥于给定材料；

4.字数 1000～1200 字。

【参考范文】

“科技型企业家” 释放科技创新新活力

“造就规模宏大的青年科技人才队伍”“强化企业科技创新的主体地位”“以科技创新塑造发展

新优势”。习近平总书记的观点，正强调着人才和科技创新的重要性。当前“新质生产力”中“科技创

新”这一核心要素，正要求着一大批具有较高科学素养、具备一流前沿技术背景的高素质企业家，作为

决策主体，不断探索、组织、引领着科技企业的创新发展。“科技型企业家”应运而生，在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中不断释放科技创新的活力，塑造科技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

学以致用变革创新，科技型企业家探索“创新发展”的稀缺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科

技成果加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高科技产品从实验室到产业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科技成果转化

不足的问题始终存在。而具有较高科学素养、具备一流前沿技术背景的科技型企业家，能更科学地整合

企业的人力、物力、财力、数据等创新要素，加快实现科技创新成果落地。只有鼓励更多有能力的科学

家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从底层技术创新驱动，才能推动相关企业创造出更多的“科技创新”价值，实

现从 0 到 1 的伟大变革和创新。

融合发展科技产业，科技型企业家引领“创新发展”的战略推动力。科学家、高端科研人才将科技

深度融入产业发展，就能够引领相关产业领域实现突破性发展。不管是以往从在科研上突破，到工程上

实现批量生产，推动了中国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还是既献身科研又投身产业，

推动中国生物经济产业战略发展的华大基因创始人之一汪建，抑或是将药物研发进行产业化，引领了中

国自主创新药物的发展潮流的贝达药业董事长丁列明……他们无不是深度融合了科技技术与产业，推动

其不断向前发展。“科技型企业家”让科研与产业齐驱并进，“科技创新”方能源源不绝。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科技型企业家成为“创新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企业家作为决策主体在企业创

新发展中有着关键性作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是科技创新，正是需要一大批高水平的科技型企

业家。正如引发人工智能热潮的“Kimi 智能助手”，正是由以 32 岁的青年科学家杨植麟为创始人的人

工智能初创公司所研发。在国内各家硬科技公司里，也都有不少科学家担任首席专家或首席执行官。可

见，要全面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工作，全力打造高水平创新型人才和企业家队伍，

为高质量发展塑造新动能新优势。

在工业 4.0 时代，硬科技在产业发展中越来越重要。科研与企业联结一体、科技与产业深度融合，

也成了未来的发展方向。而科技型企业家兼具科学家与企业家之长，唯其宝贵，更显稀缺。要让“科技

型企业家”更好地创业、创新，更好地组织、探索、引领着科研企业创新发展，如此，经济社会就定能

够源源不断地迸发出新的活力与魅力。（1112 字，计空格 1175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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