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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全面、准确、有条理。不超过 250 字。

1、了解情况，转变形式。改变授课形式，了解村民习惯，利用

乡村本土材料资源，改善公共环境， 打造家庭美术馆。赢得认可， 提

升自豪感。2、探索路径，丰富精神。尊重乡村秩序、传统习俗和文

脉传承， 寻回质朴精神家园。3、明确价值，科学引导。结合乡村显

性和隐性价值，环境改善保留原貌，修旧如旧， 利用艺术介入， 影响

村民观念。4、挖掘民俗，创新形式。挖掘、还原本土活动，重新认

识文化和社会道德秩序，创新打造日常活动、结合乡村特色融合非遗

元素，打造循环完整系统工程。 5、增强自信，振兴文化。引导村民

展现自我，共同发现、创造美、共创价值，提升审美情趣。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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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1）紧扣资料，归纳准确；（2）内容全面，条理清晰 ；

（3）不超过 300 字。

1、提高技术能力。在生产过程中经过一套严格秩序， 将自身的

硬实力与厂商软实力有机结合， 实现精益化。基于主业挖掘细分市场



向高产能拓展。 2、注重质量攻关。组建团队， 进行质量问题收集和

改进。 3、申报奖项激发热情。积极申报并成功获得市长奖过程中深

化员工对奖项意义的认识， 提升经营管理质量。4、保持专注。始终

保持专注， 定位于能做的更好的事情。5、技术创新。建设智能工厂，

引进先进设备， 建设数字化车间， 依托研发平台建立海外研发中心，

吸引人才。加强知名高校的产学研和就业合作培养能手， 专家。 6、

借助政策红利。城市发展形成产业集群。建立企业培育库， 出台了多

项惠企政策和文化，抓住了政策机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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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1）紧扣资料， 内容全面；（2）要点突出，条理清晰， 语

言准确；（3）不超过 400 字。

关于非遗法实施情况的汇报

为进一步了解非遗法实施落实情况，单位召开召开此次工作座谈

会，现将座谈会情况汇报如下：

诸多成效： 一、指明企业方向。注入新动力，坚定产业、发展信

心。二、给予非遗传承人更多的关注和支持， 各级政府给予关心支持

提供场地资金。三、设立了名录保护体系、保护基地和传习所。四、

提升了广大群众了解、认识民间文化价值的意识， 五、 引导传承，引

导开展传承活动培养人才，确保原计原味。



但也存在问题：一、脱离日常、混淆非遗概念，限制发展变化。

二、专业化、信息化程度高， 人才队伍不适应。三、知识产权认定复

杂，政策落实不到位。四、对传承人监管不规范。

因此， 非遗法要注重多角度完善： 一、认识非遗的自身特点， 在

生存环境改善过程中，要注重整体性，不能脱离日常和现实生活。二、

严把传承人的入口关， 要进行严格的考核， 保证规范有序，支持有独

特个性的文创， 创作者应有知识产权。三、保留原真性， 要遵循文化

演化规律的延展，不要随意更改删减。四、主管部门要进一步研究各

地非遗法实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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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1）问题梳理全面、准确；（2）所提建议具体明确， 有针

对性，切实可行；（3）不超过 400 字。

问题如下：1、找工作渠道少，岗位信息单一，工作强度大，休

息日较少。2、年轻人不理解，子女不支持，更希望退休父母帮忙带

孩子。 3、能力不足， 可选择岗位较少， 多数老人只能从事低门槛行

业，针对老人就业技能培训较少。 4、无法签订劳动合同， 基本权益

无法保障。

解决建议如下：1、多个平台共同发布求职信息，鼓励企业设置

老年人的岗位， 加强老年人强身健体的意识， 提高自身素质， 丰富岗

位信息， 满足不同人群的就业需求。 2、注重沟通、引导子女支持，



打造个人空间。 3、社会和媒体加大宣传，引导年轻人正确看待老年

人再就业。4、提升能力，向政府建议开设老年人就业技能培训班，

提供多样化课堂，提高可选择性。 5、对于专业技术过硬和有丰富经

验的退休人员， 可以从事相关行业的教培工作，发挥自身价值， 提升

获得感， 减少焦虑。 6、入职前注意与用人单位沟通协商， 明确责任

划分， 保护自身合法权益。对于有退休金的， 企业应购买雇主险和意

外伤害险。没有退休金的正常签订劳动合同， 缴纳社会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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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1）观点明确， 见解深刻；（2）参考给定资料， 但不拘泥

于给定资料；（3）思路清晰，语言流畅；（4）字数 1000—1200 字。

有“力” 讲“理” 顾“利”

——浅谈良性执法的关键

行政执法要有“力”——加大力度，强化基层执法监督；

行政执法要讲“理”——法理相融，实现精准执法用法；

行政执法要顾“利”——创新方式，维护群众切身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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