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请根据“给定资料 2”概括信用体系建设对当前社会的积极影响。（15分） 

要求：（1）准确、全面；（2）分条概括；（3）不超过 150 字 

【题目解析】 

1. 答案要点都在资料 2中 

2.资料 2 中主要内容是信用体系建设的积极影响，所谓积极影响就是改变了什么，

提高了什么，增强了什么，总之是什么发生了改变。 

3. 准确、全面。用材料原词，要点找全或者能不能分几个方面去写答案。 

4.不超过 150字。第一题为横线，答题卡共 8行，写满即可。 

【参考答案】 

1. 便利百姓生活，节省时间精力。就医、租房等更便利 

2. 提升交易效率，支撑新经济。解决收货收款难题，订单变多。 

3.给予公平竞争环境，激发创新创造热情。互联网使资源分散，便于资金筹集。 

4.提高企业经营效率，利于吸引用户。免押金、梯度收费赢得更多用户。 

5.提高政府管理效率，推动社会综合治理发展。促进政务精细化管理。 

 

二、“给定材料 3”介绍了龙台村开展信用村创建的具体做法，请归纳其主要经验，

供 G县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信用创建工作时借鉴。（20分） 

要求：(1)准确、全面，普适性强；（2）分条列出，简洁明了；（3）不超过 300 字。 

【题目解析】 

1.万年不便的经验启示类题目，安徽 A卷出题规矩的很呐。 

2.答案要点都在资料 3 

3.材料 3中的内容时这个村子创建信用村的具体做法，让你归纳经验。显然，你不

能原班照抄具体做法，因为经验要具有可推广性，具体的东西没有推广性，所以你要归

纳，人家还担心你不知道，要求中还给了“普适性强”，真是为考生操碎了心。 

4.那需要你自己概括吗？一般而言不需要的，你看资料中有概括性的词就抄，没有

再自己概括呗。 

5.300字，如果是格子纸的话就 12行，但是答题卡给的是横线，而且只给了 8行。

我在考试时这个问题想了 15分钟，作文差点没写完。那很显然，你把 8行写满就好了，

人家阅卷人不会给你数字数的，难道扫描后可以自动计算字数？那么高端的么？ 

 



【参考答案】 

1.成立领导小组，建立信用档案。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工作方案；建立党群服务中

心，银行、村民、政府三方签订合约，对农户进行信用评级。 

2.针对性制定帮扶脱贫计划。一户一策、精准扶贫。 

3.广泛宣传。利用各种媒体宣传信用村建设的目的和意义。 

4.正向激励，先进带后进。让信用户帮扶一般户，介绍新用户的实惠；维护提升个

人信用、发展种养殖业，发家致富。 

5.成立合作社，发放专项扶贫贷款。引导村民自愿入社，提供贷款支持。 

6.量身定制信贷模式。根据村民实际情况、当地特色产业出台产品政策支持村民创

业。 

 

三、根据“给定资料 6”，假如你是某高校团委负责人，请给学校党委写一份“加大

信用教育力度”的建议书。（25分） 

要求：（1）紧扣材料，针对性强；（2）层次分明，逻辑性强；（3）格式规范，文体

性强；（4）500字左右。 

【题目解析】 

     1.答案来自资料 6 

     2.你是高校团委负责人，给学校党委写建议书。团委和党委啥关系不用我多说吧，

就是给上级单位写个建议书，注意文体的规范性（人家要求中也告诉你了“格式规范”） 

     3. 建议书写“加大信用教育力度”要加大，说明现在很弱呗，很弱就有问题呗，

那你为啥冷不丁要说信用建设这嘛事呢？也就是说，大概的思路是：背景——问题——

建议。当然，这是你自己想的，具体咋写还要看资料。 

     4.“紧扣材料，针对性强”前半句意思是能抄材料就抄，不能抄也不要脱离材料的

意思；后半句“针对性强”也就是说你的建议要针对题干中的问题，别扯太远了，那问

题要写不？你说呢，你不告诉党委书记你们学校学生在信用方面存在啥子问题嘛？不告

诉你家党委书记不觉得人家不会你莫名其妙嘛？ 

5.“层次分明，逻辑性强”啥意思啊，就是你要分段啊，一个要素尽量写一遍啊，

逻辑性强啥意思，就是要素的排列顺序啊，就是你别上来就整对策啊。 

6.“格式规范，文体性强”建议书啥格式，不就是标题、称谓、落款嘛。 

7.“500字左右”格子纸给了 600个字，那你就写 600 字呗。 



8. 你读完材料可能会有点晕菜。说好的建议书为何不多给我点对策呢？多给你点

现成的对策，咋拉开别人和你的差距呢？ 

9.材料中有背景，就是多部门联合开展的“金融安全专家校园行”活动；也有不少

问题啊，那不就是信用教育不行的表现么，也是你提出建议的现实依据啊；也有对策，

说的比较少，但是概括性的对策，需要你自己填充。一是将信用教育纳入常识教育范畴，

二是建立约束和监管机制；三是多开展活动。 

10. 然后我们就要排版布局了。600 字=24 行，格式去掉 4行，还剩 20 行是内容的，

然后我就笑了，那么多行数，你还不够写么？ 

开头：背景 4行 

主体：问题+对策（问题 4行，对策 3X3=9 行） 

结尾：1行 

还剩两行，给过渡段吧，或者你结尾写两行，我们只算个大概！ 

【参考答案】 

关于加大信用教育力度的建议书 

校党委： 

为帮助大学生树立良好的消费观，推动年轻人信用意识和 

诚信体系建设，团中央、教育部、银监会等多部门联合发 

起“金融安全专家校园行”活动。我校团委组织学生积极参

与，取得不错成效。但也暴露出不少问题。 

主要有：学生信用知识缺乏，不了解个人信用报告；不

珍惜征信信息，甚至用之做违法交易，遭遇金融诈骗。学生

信用安全意识、法律意识薄弱可见一斑。 

信用是终身档案和隐形简历，加大信用教育有助于从根

源上防范校园金融欺诈，利于培养具有法律意识和契约精神

的现代公民。具体建议如下： 



第一，将信用教育纳入常识教育范畴。教会学生保护和

管理个人信用，增强信用意识和法律意识，有效避免陷入校

园金融诈骗。 

第二，建立监管和约束机制。可以将学生的信用情况纳

入学业水平考核内容，如果出现信用污点将给予警示乃至延

迟毕业的处分。 

第三，创新活动形式，吸引学生参与。以后还要举办类

似的信用安全活动，但要注重让学生参与进来，增加互动提

问环节，增强学生听讲座的获得感。 

以上建议，请参阅！ 

                                      校团委 

2019 年 4 月 20 日 

 

注：一行 25 字算的，共 24 行，600 字。 

 

 

四、“给定资料 2”中提到，“信用既是一种道德品质，也是一种制度和规则。”请你

根据对这句话的理解，自拟题目，写一篇文章。（40 分） 

要求：（1）自选角度，立意明确；(2)联系实际，不拘泥于给定材料；（3）思路清

晰，语言流畅；（4）1000-1200 字。 

【题目解析】 

1.“给定资料 2”提到，那就多看资料 2几眼呗，同时也要关注其他给定材料，不

是根据“给定资料 2”哦，看仔细了。 

2. “信用既是一种道德品质，也是一种制度和规划。”这句话好像也没啥，稀疏平



常，提炼出关键词来：信用 道德品质、制度、规则，并列关系。 

3. 那我要不要写三段，一段写信用是道德品质，一段写信用是制度，一段写信用

是规则。规则和制度啥关系啊，有啥区别啊，搞不清啊，那就写两段。 

先这样想想，我们再看看客观题题干和还没有用到的材料。 

材料 1 没用到，主要内容是告诉你资料主题是：信用建设，和作文主题一样一样

滴……然后习大大说信用建设要靠教育和制度，有点意思了，教育能不能提升你的道德

品质呀？可以啊，木的问题啊，制度就制度呗，没啥好讲的。 

材料 2讲的是信用建设产生的积极影响啊，那要不要写段意义呢？ 

材料 3讲的是创建信用村助力脱贫攻坚 

材料 4说的是信用社区建设 

材料 5说的是信用体系建设的成绩和不足 

材料 6说的是信用教育的缺失及建议 

那作文框架如何打呢？ 

第一段 套模板，抛出总论点 

第二段 成绩+意义 

第三段 问题不足 

第四段  对策 

第五段  对策 

第六段 套模板，结尾 

还是重点解释内涵，更契合让你理解的那句话呢？ 

第一段 套模板，抛出总论点 

第二段 信用是一种道德品质 

第三段 信用是制度和规则 

第四段 成绩+问题 

第五段 对策 

第六段 结尾 

或者说，我只论述信用建设和脱贫攻坚的关系？ 

 

以上三种思路，都不会跑题。保险起见，考场上我选择的是第二种写作方式。 

 



【参考作文】 

 

做好信用建设这篇大文章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观

念”。随着“熟人社会”的逐渐解体，人与人之间失去了人情

味的道德牵绊，信用成了人与人之间新的连接。为此，我们

应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以信用建设筑牢社会良序发展之根基，

回应时代命题，满足群众诉求。 

信用首先是一种道德品质，具有人际交往的“自律”作

用。古人云：“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回顾中华百年老

字号的发展历程，无一不是把信用摆在第一位，这样才能长

存永续，而反观曾经的中国乳制业巨头三鹿集团则因为违法

添加三聚氰胺，失去了消费者的信任，企业迅速崩塌。诚实

守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信用建设实际上是在传承与弘

扬这一优良的传统，加大信用建设，就是要让守信者畅通无

阻，让失信者步步难行，驱除劣币，营造诚实守信的良好社

会风气。 

信用还是一种制度和规则，具有社会发展的“他律”作

用。在传统社会中，信用主要是起到道德自律的作用，而在

城市化的陌生人社会中，传统人际交往的范式已经不复存在，

必须要用制度和法律加以约束，这是信用建设的现实需要。

建立完善的征信体系，形成常态化的制度，让对失信行为有



法可依、有章可循，将极大增强信用的震慑力，比如曾经让

很多人头疼的“老赖”通过制度纳入失信名单，限制出行和

高额消费，能够有效促进其偿还债务，保障社会公平。  

当前我国信用建设卓有成效，但仍面临者许多不足亟需

解决。一方面信用理念已经深入人心，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

诚信社区、诚信乡镇建设如火如荼，信用贷款成了脱贫攻坚

的新路径、成了政府提效的新抓手、成了企业增收的新法宝，

成了群众美好生活的新方向。另一方面，我国信用体系覆盖

面还较低，与巨大的市场需求难成比例，个人隐私是否安全

成为了人们担忧的话题，大学生的信用安全知识和意识令人

堪忧……这一切迫切需要我们继续修好信用建设的内功和

外力。 

修好内功，加大信用教育增强道德自律。年轻人是祖国

的未来，是未来事业的接班人，信用教育要抓好年轻人这一

主要群体。信用教育需要教学与活动并举，一方面将信用教

育纳入基础课程，教会学生信用安全和管理的知识，增强守

法意识；另一方面还要开展形式多样的讲座活动，邀请校外

专业人生互动交流，增强学的获得感。此外，还要将信用报

告纳入学业考核范畴，对失信学生给予警示乃至延迟毕业等

处罚措施，提高学生对信用知识的重视程度。 

借好外力，完善制度法律保障信用建设。仅靠道德自律

进行信用建设显然是不足的，必须依靠完善的法律制度加以



保障，毕竟社会中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很高的道德自觉，社

会发展也不能处于无序状态。征信体系建设仅靠政府力量难

免捉襟见肘，必须引入民间征信体系，但由此可能会引发群

众对个人隐私安全的顾虑。为此，政府应做好监督和管理者，

尽快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为信用建设保驾护航。 

“风雨多经人不老，关山初度路犹长。”不论信用建设的

路再长、山再高，只要我们锲而不舍前进，就有达到目的的

那一天。我们坚信，只要永存初心、奋斗不止、 一步一个脚

印，走得平平稳稳、走得实实在在 。就一定能够“长风破浪

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