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概括题该如何“改写”？》 

主讲人：程茹娟 

申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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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法精讲 

（一）何时改？ 

 

 

 

 

 

 

 

 

 

 

 

 

 

（二）如何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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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啥原则？ 

 

 

 

 

 

 

 

 

 

 

 

 

 

 

 

 

 

 

二、真题演练 

请从不同层面归纳概括“给定资料 1”中 H村“村民说事”在治村理事中

发挥的作用。（15 分） 

要求：紧扣给定资料，全面准确，篇幅不超过 200 字。 

 

1.每个月的 10 号，是 H村村民翘首以盼的日子。这一天，不需要干部召

集，村民们会准时从家中、田头聚集到村委会，共议村情村事。无论大事、小

事、麻烦事、困难事，只要到村委会的“村民说事”上说一说、议一议，基本

都能顺利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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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民说事”制度起源于 10 年前。那年村里收到一笔工程补偿款，有传

言说村干部私吞了，村民议论纷纷。村党支部书记当即决定召开现场说事会，

清楚地说明了每一笔钱的去向，消除了村民的全部疑惑。从那时候起，“村民

说事”成为一项制度，村民们每月定期围坐在一起，将事情摆上台面，展开讨

论，形成决策，接受监督。村里的中心广场、儿童活动室、文化礼堂、养老

院、村史室……一个个村民关心的项目都是在说事会上顺利推进的，村子的

“颜值”也一路飙升。 

这项带着泥土芬芳的“村民说事”几经打磨，形成了以“说、议、办、

评”为核心内容的“说事”体系，从最初的 1.0 版升级到 3.0 版。近几年村里

又依托社区网络平台，实行“互联网+”说事模式，线上线下齐推进，走出了一

条治村理事的新路子。 

H 村是农业大村，曾经长期受到秸秆问题的困扰。随着环境保护力度的加

强，怎样处理秸秆焚烧成为“村民说事”的热点话题。经过多次讨论，村民统

一了思想，形成了共识，坚决杜绝焚烧秸秆，但如何提高秸秆的综合利用效

益，一时苦无良策。针对村民们的期盼，经过“村民说事”讨论，村委会决定

选派人员到外地学习考察，从村集体经济中拿出一部分财力支持有能力有条件

的村民，率先进行秸秆综合利用的探索。在此基础上，村里创办了两家综合利

用秸秆的公司。一家是秸秆切碎，经过发酵制成便于运输保存、不易自燃的青

储饲料，扩大了全村的养殖规模。另一家是将回收的秸秆打成碎屑，与鸡粪混

合生产有机肥，将其施用于耕地，收到了非常明显的增产效果。村里有了秸秆

综合利用的成功范例，大大调动了村民们的创业热情，还有几户村民表示也要

在秸秆综合利用方面上项目、闯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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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村地处市郊，特色农业发展较快，经常有很多市民利用节假日到该村

玩。针对这种情况，有村民提议，开办一些有特色的农家乐旅游项目，“村民

说事”肯定了这一提议，并集思广益，最后商定由全村出资，推举 6户村民分

别经营餐饮、农产品销售、休闲娱乐、住宿等项目。农家乐旅游项目开业以

来，由于特色鲜明、服务优良，吸引了大批游客，赢得了良好声誉，第一年收

入就突破了百万元，并逐年递增。村集体每年从农家乐旅游项目经营的利润中

提成 10%，其余分配给村民，实现了成果共享。 

H 村富裕了，吸引了许多外来人口。人多了，麻烦和冲突也随之增加。有

些外来人员租住了村民的房子后，乱拉电线，随意堆放易燃杂物，存在着不少

隐患。村干部去做过一些工作，效果不明显。后来镇上派出所的民警前来帮助

调解，参加“村民说事”，顺利解决了问题。“村民说事”也由此延伸到“警

民说事”，搭起了“连心桥”，以法治“定纷止争”，使很多棘手的问题得到

了解决。 

5 年前，该村成立了“红白理事会”，通过“村民说事”总结出了 12 套婚

丧宴席菜单并予以推广。如今，村民家里有红白事，都会主动接受红白理事会

的监督，不大操大办、不吃名贵菜、不喝高档酒、不抽名牌烟，已成为村民的

共识。该村文化礼堂内，一张“诚信指数”表引人注目，无私帮助贫困人员的

加分，参加封建迷信活动的扣分……“通过‘村民说事’制定了这张表，每季

度为村民评分，内容有邻里合作、配合发展等 19 项共性考评指标和 9条差异化

奖惩措施，总分 100 分，每个季度进行一次综合评估。”村委会主任解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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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该村又设立了“家庭联盟会”“道德评议会”“乡贤参事会”三

个议事组织，将家风传承、道德评议等纳入“说事”范畴，乡风文明正能量得

到广泛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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