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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定资料 

材料 1 

“以前啊，这里很多老房子被废弃，濒临倒塌。屋顶残破，梁柱上出现斑斑点点的虫眼……

像奄奄一息的病人。”XN 村支书老王对从省里来调研的小姚介绍着，“屋里不亮堂，杂草从

生，墙体垮塌，有的连横梁都断裂了。” 

“那时候，这儿的老房子基本没人住。我也跟着儿子去了县城。时不时回来一趟，可村

子都空了。”村民吴大妈回忆起也不无叹息，“修得再漂亮，没人住也就是个屋子，没有人味

儿！” 

作家阿敏是 XN 村的租客，她已在村里住了些年头了。“我曾经离开过一段时间。因为

那时候这里人越来越少。没有种田、犁地、收谷、摘果等生产活动。没有欢歌，没有笑语。

这里成了‘空心村’，没有真正的生活气息，没有我想要的乡村民居的味道。” 

“再不行动起来，要不了几年，我们村就将不复存在了！”当时，这样的警告在老王脑袋

里响起。“我们的房子大部分不属于文物级别，没有办法申请经费修葺。但我们自已也得想

办法，赶紧行动起来啊。” 

2010 年春，在老王和本村热心村民老冯的牵头下，全村人合力捐款捐物，自筹 4 万多

元，对村里最具特色和保护价值的 Y 堂大宅院正屋破损部位进行了集中修缮，制定了以“保

护环境、不准私占、清理整洁、损坏赔偿”等为基本内容的大宅院保护公约。此后，村民们

成立了村志愿队，不仅承担了公共区域的保洁工作，更常常挨家挨户地排查危房安全隐患，

宣传自用民屋的日常修葺维护常识。“房子嘛，最怕水和火。没人住就容易坏掉。人住着，

房子有点啥问题也能及时察觉。本来随便弄弄就能解决的小问题，因为没人，几年下来，就

成了大问题了。” 

XN 村请相关部门对全村有文物保护、旅游等方面价值的民居进行了清理，并划定了保

护区域网格，树立了保护标志。而村民们更是主动地当起了网格员，协助建立各栋民居的档

案。 

这几年，返乡的人越来越多，村里又有了生气。人回来了，自然是要居住的，这时候再

不行动就没有道理了。 

“现在村里用土地流转办联合社赚到的钱给大家改善了供水供电和通讯条件。住起来确

实比以前舒服多啦。”吴大妈说道，“能住得舒服，谁不爱自己的老家呢？” 

 

材料 2 

离开 XN 村后，小姚又接着来到 Y 县调研。 

Y 县位于 A 省南部。初夏时，这里群山披翠，江水衣蓝。小桥流水、长街曲巷、飞檐

翘角、雕梁画栋……它们既是游客镜头里的美景，也是历史积淀的见证，更是当地薪火相传

的文化根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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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恰好是我们县的‘民居宣传保护日’。每年今天，我们会家家户户地宣传民居保护

知识。”当地世界文化遗产管理办公室的负责人介绍说，“在县委、县政府的支待下，我们成

立了民间保护协会。每年，还会将古民居门票收入的一部分作为文物保护资金用于本地民居

保护。这实现了保护与开发的良性循环。” 

十余年前，Y 县成立世界文化遗产管理办公室，负责全县世界文化遗产、历史古村落、

有价值的古民居及其它文物资源的监测、保护和管理工作。在当时，这一专门的保护机构在

全国尚属罕见。同一年，Y 县又开始探索古民居认领保护活动的试点工作。在这种认领保护

模式中，还包括认租和认购。在投资保护的前提下，认租、认购项目通过合理利用古建筑可

以获得收益。这吸引了全国各地，尤其是艺术、收藏类的爱好者走进 Y 县，共同宣传和保

护当地古民居。千山画院、归云山房、印象老屋、黄岳画院……一大批国内艺术大师的工作

室都安居在此。这无疑更增加了当地的文化气息。 

2009 年，Y 县在充分调查研究和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启动了“百村千幢”古民居保

护利用工程。Y 县用了五年时间，成功地完成了对百余个古村落和上千幢古民居的保护开发

和利用，探索出了“在保护中突出利用，在传承中注重创新”的新模式。 

同时，当地还建立了关于古民居认领保护利用、抢修保护利用、迁移保护利用、原地保

护利用等为重点的古民居保护利用政策体系，对涉及的抢修、迁移、认领、土地转让、房屋

登记、资金支持等相关程序作出了明确规定，为依法规范开展古民居保护管理工作提供了依

据。 

据统计，Y 县共有 3000 多幢古民居，其中列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仅 600 余处，其他

大部分非文保单位的古民居，多散落乡野，难以顾及。 

“我们的老屋要垮了，我们没有能力维修，文物部门是不是该拨钱给我们维修？”这是工

作人员经常遇到的问题。据了解，根据《文物法》第二十一条，非国有不可移动文物由所有

人负责修缮、保养，文物部门负责报批程序和给予技术指导。2016 年，某文物基金会在 Y

县启动了“拯救老屋行动”项目，计划在两年时间里资助 4000 万元，用于修复当地国家级传

统村落中的各级文物和符合政策的民居。符合条件的老屋至少能得到占修缮总费用 50%的

补贴款。 

为此，Y 县委托省古建筑设计研究院编制了一套完整的方案，其中不仅有规划纲要，更

有具体到每一种建材的技术规范和补贴标准。以修复一栋民居为例，首先由户主根据房屋损

毁情况提供图片证据及修复方案，然后交由专家委员会进行审核并作出修改，最终方案通过

后再进行资金预算，政府补贴资金为预算资金的 50%。双方确认并签订合同后便可施工。

施工过程中，要随时接受专家巡查并按照整改意见来调整，施工进度完成三分之一时政府支

付部分补贴资金，工程完工后通过专家验收再支付剩余补贴。 

不仅如此，Y 县探索开展的古民居流转改革试点工作，在依法保护的前提下，在保持原

汁原味的基础上，不断丰富古建筑的内涵内质和利用方式。借鉴农村的土地流转模式，注重

发挥市场主体作用。2014 年，Y 县开始探索古民居产权流转改革：以征地形式将古民居所

在的集体土地转变为国有土地后公开挂牌出让，通过放开流转交易，打通社会力量参与古民

居保护连接、利用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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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借力社会资本，Y 县的部分古民居“复活”变为风情浓郁的精品民宿、文化客栈，

不仅奏出一首古韵悠长的新曲，更是当地旅游转型升级的新业态。 

 

材料 3 

在调研完 XN 村和 Y 县的民居保护工作后，小姚在笔记上写道： 

有居民，方有民居。和巍峨雄伟的皇宫比，民居更能代表中国的人文精神和生命血脉。

它是家，是安身之处和心灵寄托。但保护再重要，也要以人为本、与时俱进。在民居保护工

作中，我们要避免两个极端：一是过于追求“原汁原味”，只强调对民居原貌的修葺和保持，

忽视甚至限制必要的现代化改造。这样的民居难以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最后只会导致“人

去屋空”；而另一个则是过度的现代化甚至是商业化的改造。比如某些古街改造，把各个时

期的旧民居改建成清一色的仿古建筑，沿路店面几乎全是经营衣服、箱包，成了“服饰箱包

一条街”，它们是商业之地，却不是人们生活之所。 

 

材料 4 

“这儿要是高速公路修通了，我们可怎么办？”十几年前，年近六旬的“背二哥”（山区的

力夫）老秦问记者小李，他的脸上写满疲惫和沧桑。老秦的家在地处川鄂茶盐古道上的 CX

村，该村的人祖祖辈辈都是“背二哥”，都是靠背背篼卖力气吃饭。因为深度贫困和交通的闭

塞，CX 村在该地区非常“有名”。是啊，公路一通，车轮一转，“背二哥”们靠什么吃饭？老

秦看小李没有回答，深叹了一口气，用嘶哑的喉咙唱起了歌：“长江呃，河来哟，三峡哦，

峡来哟，我是三峡哟，‘背二哥’罗哈，太阳送我哟上巫山，月亮陪我哟下江河……”这就是“背

二歌”。原来，三峡两岸，山高路陡，行走艰难，“背二哥”一声吼起，“背二歌”高亢激昂，

以翻山越岭、穿云破雾之势，响彻川鄂茶盐古道。“背二歌”不是刻意唱给谁听的，它本身就

是“背二哥”劳动的一部分。它是他们为了消除寂寞，缓解疲劳而唱的，是寂寞和艰辛之中自

然升华出的歌。“背二歌”调子是豪迈、高亢、激越的。但是不得不承认，在这调子背后，它

却有着沉郁、悲凉的本质:“背二歌”承载着“背二哥”的哀怨与艰辛，承载着三峡两岸的陡峭

与苍凉，承载着道路的漫长和寂寞；它充满着无奈、心酸和苦涩，也包含着他们对幸福生活

的希冀。在抬头见天、低头见峡的山谷里，“背二歌”和三峡古韵中的民歌、情歌、哭嫁歌、

花轿歌一起，在日子里飘扬，成为包括“背二哥”在内的三峡人们心中疗伤与养心的良药。那

是对自然伟力的祭歌，对顽强生命的赞歌，对爱情和生活的颂歌。 

到了 2018 年，高速公路也延伸到这儿了，曾经害怕路通地平影响生计的“背二哥”们，

如今又是何般模样？走进 CX 村，记者小李发现它和三峡两岸所有村一样公路纵横；更为惊

讶的是，一条条水泥板铺就的人行便道从公路两边伸向每一户村民家中，除了上坡下田的路，

村里几乎看不到一条土路。见到老秦时，他正在家里教儿子和一群年轻人唱“背二歌”。“调

子是老样子，但歌词被儿子他们这些年轻人改啦。”老秦告诉我，村里通了公路，河上修起

了水库，老家改天换地了。儿子不再外出打工，而是回到老家买了一艘小游艇，搞起了农家

乐，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生活好起来了，但关于“背二哥”的记忆不能淡漠。那种在如苦水般

的日子里依旧坚强乐观、努力生活的精神不能丢。为了让更多的人来到这方古道，为了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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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古道的深刻记忆，儿子还专门要他们这些老“背二哥”教他们唱“背二歌”。他们学会了，

要唱给游客们听，让新的欢快的“背二歌”飞扬到更远的远方。 

“小小游艇荡碧波，我是年轻‘背二哥’，背山背水背太阳，古道春风唱新歌……” 

时代向前，老人谢幕，新人上场。在新时代，“背二歌”正以新的方式被新的“背二哥”

们唱响。 

 

材料 5 

“Y 省的咖啡豆是天赐的礼物。”这是一位外国友人对 Y 省咖啡豆的评价。据统计，Y

省大部分咖啡豆种植区的海拔都在 1000 米以上，肥沃的土壤，充足的光照和降雨，明显的

昼夜温差，让其所产咖啡豆颗粒饱满，口味醇厚，堪称天地厚养。 

“Y 省的咖啡豆，可以是高品质的。但这看运气。”咖啡爱好者小李说，“我喝到过有顶

级口感的，也喝到过如糊的黄豆的。而它们都来自 Y 省同一产地。”的确，就拿 Y 省咖啡种

植大户 B 市、P 市来说，其仍然以散户种植为主。这些咖啡树的“邻居”可能是烟草、水果，

玉米等等。咖啡果本身是水果，风一吹，各种植物的花粉漫天，以这样简单粗暴的方式种植，

咖啡豆的品质怎么可能稳定呢？ 

Y 省某著名的咖啡烘焙师对记者说：“我们的咖啡产业，主要还是在做咖啡豆供给，这

属于产业链底端。种植的搞种植，烘培的搞烘培，各自为政，还要相互挤压利润空间。” 

Y 省的咖啡豆在国际上确实有些名气，但这种名气并不属于当地品牌，它只是在 Y 省

生长出来的产品的属性。很多著名连锁咖啡店使用的咖啡豆就是产自 Y 省的，但大部分人

并不认为自己在喝 Y 省的咖啡，而是在喝咖啡店的咖啡。 

现阶段中国人均咖啡消费量远落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不过，近几年“互联网+咖啡”模

式进一步发展，一部分人有了喝现磨咖啡的习惯。同时，即饮咖啡市场也在兴起。较之速溶

咖啡，现磨、即饮对口感要求高，更倾向于使用阿拉比卡豆（咖啡豆的一种），而 Y 省种植

的主要就是阿拉比卡豆。 

“我们不想种咖啡豆了。”Y 省咖农老王对记者抱怨着，“我们的咖啡豆价格低，但采摘

成本却高很多。所以，我们不赚钱，有时还赔本。我在电视上看到，有的地方的农产品是一

个村，甚至几个村一起统一种植、统一收割、统一标准加工，再‘组团进城’销售。我们要是

也能那样就好了。” 

当然也有好消息：2015 年，两条中欧国际货运班列开通，这促进了 Y 省咖啡出口贸易

井喷式增长。当年，Y 省咖啡创汇逾 4 亿美元，比上年翻了将近一番。可不少咖农还是担心：

“我们隔壁可是世界速溶咖啡产量最大的国家啊，会不会它们顺着国际货运列车，来抢我们

的生意？” 

“我们咖啡单产高。这应是优势，而不是我们产能过剩的原因。但在很早之前，我们就

已有低端产品产能过剩问题。”Y 省政策研究室的工作人员说，“我们并没有从‘中国咖啡市

场高速增长’中得到多少利润。举个例子，我们供给某外国品牌咖啡店的咖啡豆价格是 25 元

一公斤；而他们在中国卖一杯咖啡就要价 30 元。其实，我们已建成了国内最大的焙炒咖啡

生产线，还有几十个咖啡品牌以及大量的满怀热情的咖啡产业人才，这些都是我们咖啡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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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条件。” 

据统计，世界咖啡的消费增长速度大致维持在 2.5%，而中国消费增长速度高达 25～30%。

考虑到人口基数，这个市场潜力大到无法想象。 

“我们有非常难得的微环境、微气候，它适宜种植利润丰厚的微批次精品咖啡豆。”某咖

啡品牌主理人小雯感叹道，“可什么是精品，怎样才算微批次？我们用的是国外的概念和标

准。而从种植到加工生产经营企业，有执行国际咖啡组织认证标准的，有执行欧盟认证标准

的，有执行美国、日本认证标准的，可谓五花八门。为什么我们不制定符合我们国情，又兼

容于国际的标准呢？不行动起来，我们还是会一直被牵着鼻子走。” 

标准多等于无标准，品牌杂导致无名牌。目前，因咖啡产品生产技术认证标准不成体系，

Y 省咖啡产业从农业生产到工业加工，各个企业处于“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境地。“一些

浑水摸鱼、以次充好的经营者忽悠了消费者，也伤害了我们这些老老实实做咖啡的人。”小

雯不无痛心地说。 

其实，对于咖啡产业，Y 省政府是高度重视和支持的。政府协助一些咖啡种植庄园从全

球主产区引进瑰夏等优质咖啡品种，建起了世界咖啡博览园和 Y 省咖种子基因库，专注改

善 Y 省咖啡品种单一的现状。经过近五年的种植培育，Y 省某庄园已经产出了对当地环境、

气候更加适应，风味更佳的二代品种。“这些成功的行动说明我们的地理环境和技术是很棒

的，说明中国有好咖啡，就在我们这儿。”一位当地的咖啡庄园主人说道。 

小陈是 Y 省某咖啡品牌创始人，他所经营的咖啡网店的年营收已破千万元。是国内最

著名、最成功的咖啡电商之一。“曾经有个记者朋友用‘三杯咖啡’形容我的咖啡电商创业历

程。第一杯是苦后回甘，第二杯是保持原味本色，第三杯是着力花式调配。其实，在我心中

就一个字——动。”自称“咖啡创业青年”的小陈轻松地笑着，“千百万次地想‘要让全国都喜

欢我们 Y 省的咖啡’，不如勇敢地迈出第一步，再踏踏实实地走下去。我们有得天独厚的资

源禀赋，也有诸多后发劣势……所以，一切的一切都需要行动起来。 

 

材料 6 

人们建起了墙，关上了门，是维护，是保卫；人们开起了窗，修起了路，是凿通，是交

流。与人交流，有得不到回应的尴尬；打开窗户，有被盗的可能；走出去，还有迷路的风险。

事事有风险。有人说：有风险，我害怕。然而最大的风险是一点风险都不冒。走出去是风险，

也是机遇。只有走出自我的时间和空间，你才会有一份阅历、一份沉淀、一份气质，才不会

有动不动就说“这世界居然可以这样”的大惊小怪，才不会有水远偏守“这世界就只是那样”

的固执狭隘。只有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我们的乡村才有诗和远方，才不会成为泛黄相片里

凋零的乡愁；只有以开放的姿态，与世界同呼吸、共命运，共发展、同分享，我们才能一起

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应该说，我们与世界相交，与时代相通，才能让一切保值增值，更

添赋流通的美。 

“其实，‘交通’本有好几层意思，既包括道路运输，也指通信通讯，更有人际沟通交流

之意。”一位交通主管部门负责人说道，“不管是道路运输工程建设，还是通信通讯技术的发

展，它们的本质和目的都在第三层上：勾连。”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港珠澳大桥、兰渝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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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海南环岛高铁、京新高速、川藏公路北线、北斗导航、5G 技术、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海南自贸试验区……它们让天堑变通途，让歧路成坦道；让蓝海与绿洲惊艳相逢，让雪域同

水乡美丽邂逅，让天涯若比邻，让新朋成故交。它们打通了一个个偏远断点，让中国经济血

脉变得更加畅通，并正在重塑中国经济地理的新标志，勾勒出中国经济运行效率的新版图。 

一个国家的形象气质，显于它的自然山水，更融于它的交通之中。而这交通，既是道路

桥梁、码头港湾、通信基建此类“骨肉皮”的塑造，更是民族性格培育、国家对外开放这样的

“精气神”的铸就。事实证明，40 年来，走出去的改革开放让我们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受益，

而发展中的中国也为世界的发展提供着动力。一个流动的中国，充满了繁荣发展的活力。发

展未有穷期。所以，我们要一直在路上。在路上，脚下也许还有泥泞，但前方必是美景。 

 

 

作答要求 

（一）请结合“给定资料 1”和“给定资料 2”，对比分析概括两地民居保护工作的不同之

处。（25 分） 

要求：概括全面，分析深入，条理清晰。字数不超过 350 字。 

 

（二）请分析理解“给定资料 4”中划线部分“新的方式”的内涵。（15 分） 

要求：全面、准确、深入；层次分明。字数不超过 200 字。 

 

（三）为了促进咖啡产业的发展，Y 省政府拟出台指导意见。请结合“给定资料 5”，提

出可行性建议。（20 分） 

要求：有针对性，可行性强，不考虑格式。字数不超过 300 字。 

 

（四）“给定资料 6”中提到“我们与世界相交，与时代相通，才能让一切保值增值，更

添赋流通的美”，请结合你对这句话的思考，参考“给定资料”，联系实际，自拟题目，写一

篇文章。（40 分） 

要求：观点明确，内容充实，结构完整，语言流畅。总字数 1000~12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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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答案及解析 

 

 

第一步                            第二步 

下载小麦公考 APP  

 
 

登录“小麦公考 APP”→

首页→申论批改→选择对

应试卷→编辑答案，提交

即可查看答案及视频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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