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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定资料 

资料 1 

这天，老王正巧经过 F 省老年医院，心想最近血压波动比较大，不如到医院问问医生

需不需要调整用药。进入医院，他询问导诊员：“我今天没带医保卡，能不能用医保电子凭

证二维码（以下简称医保码）看病？”“当然可以！”在导诊员的指引下，老王通过手机关注

医院微信公众号，对着机器扫医保码，完成了挂号、诊间结算、取药取报告、预约复诊等就

医环节，全程不到半小时。他高兴地说，“太方便了，不用再到窗口排队缴费，省时省事多

了。” 

随着医保码落地，F 省从“卡时代”跨入“码时代”，“码”不仅运用于院内的就医流程，

还可用于院外买药。据省医疗保障局统计，医生花费数秒扫码的时间，就可为患者平均节省

在医院就医等待的时间约 43 分钟。截至去年底，全省已有 630 万余名参保人员开通了医保

码，推广使用量在全国位居前列，有 236 家医院、近 7500 家药店实现了医保码结算。 

蔡先生首次体验到了“云医疗”的便捷。这天，他通过省级机关医院客户端微信小程序，

向省级机关医院心内科张主任发起了复诊高血压病的申请。通过视频问诊，张主任在线为蔡

先生开出了一张电子处方，经过药师在线审方，就完成医保在线结算了。接下来，蔡先生在

家就能收到由医院寄来的药品。“根据患者之前的检查结果和线下就诊记录，我可以延续之

前的处方，直接在线为他开电子处方，指导他用药剂量和服用周期。这样他就不用为了开个

药，特意跑趟医院了。”张主任说。这家医院是全国首家使用医保码实现医保在线结算的互

联网医院。截至去年底，F 省已有多家医院开通线上医保结算权限。市民开通了医保码，只

要近 3 个月在互联网医院所属的实体医院有就诊记录，就可以在互联网医院进行在线复诊、

慢病续方、医保自动结算等。实行医保码扫码结算，不仅优化了结算流程，解决人们线上看

病买药不能报销的痛点，还有效降低了线下就诊感染风险，改善了老百姓的就医体验。 

“我丈夫帮我绑定了他的医保卡，说是能用他卡里的钱，怎么用呢？”64 岁的黄阿姨

正在某连锁药店询问店员。黄阿姨是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在店员的指点下，她凭借微信上

的医保码，用丈夫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买了药。省医保中心信息科项科长介绍，2020 年 7

月以来，F 省在全国率先实现医保个人账户家庭共济，家庭成员在省内不同地方的，也支持

加入共济账户。加入家庭共济账户后，参保人员还可以和家人一起分享共济账户里的个人账

户资金。 

60 岁的林阿姨到广州帮儿子照顾孩子已有 10 年，这些年因大小疾病在广州的医院做过

多次手术。她说，住院治疗所产生的医疗费用垫付压力大，而且可选择的省外定点医疗机构

也不多，每年她都要奔波一千多公里往返广州与 F 省，还要准备各种证明材料，才能报销

医保，十分麻烦。随着医保码落地，流动人口或随迁人员再也不用垫付医疗费，也不用大老

远奔波报销医保了。一方面，参保人可以通过医保码在全国办理有关医保业务；另一方面，

通过电子政务平台政务通 App，F 省居民可在线办理跨省异地就医备案、参保关系转移、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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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缴费证明打印等多项医保经办业务，同时可以自助查询个人账户、个人待遇、消费明细、

报销结果等个人数据。 

 

资料 2 

“去趟镇上就靠一双脚板子，都是山路，车子进不来呀!”说起自己的老家大娄山脉的

双河村，小冯满是感慨。双河村地势陡峭，四面环山，人都住在半山腰上，道路不畅，外面

的建材也很难运进来，村民只好就地取材，筑起了木房子。“木房时间长了就容易变形，腐

烂的都有。”小冯说。遇到刮风下雨，就神经紧绷，生怕房子漏雨、塌了，觉都睡不安稳。

一家守着不足 3 亩的陡坡地过活，靠天吃饭。成家后，虽然小冯也曾拖家带口地出去闯过，

却没有攒下多少积蓄。后来，小冯有了第二个孩子，加之老母亲身体不好，常年吃药，夫妻

俩只能辞职回家，没撑几年就成了贫困户。 

接到易地扶贫搬迁的消息时，小冯还有点不敢相信：“一家子 5 口人还能搬出大山，做

梦都没想到。”2018 年 7 月，小冯全家从大山深处搬到了县城。挪了穷窝，小冯一家成了新

市民。房子面积 100 平方米，宽敞的卧室、独立的厨房、干净的卫生间……“下雨天终于能

睡个安稳觉了。”但没住几天，小冯却有点不自在：“地面都铺了亮堂的瓷砖，稍微落点灰或

者踩个脚印都看得清清楚楚。”从村里人成为新市民，有很多新的不适应：垃圾得倒进楼下

的垃圾桶，要开始交物业费了……让小冯尤其困惑的就是物业费：“住的是自己的房子，为

啥每月还得交钱？”听过社区干部们耐心细致的解释后，他慢慢习惯了社区生活。小冯有点

不好意思，“啥事儿都有个过程嘛，懂了就习惯了。” 

进了城，刚安顿好，小冯就开始找工作。一天，转累了的他想找个地方垫垫肚子，周边

就几家餐馆，还坐满了人。正要离开时，他突然有了个想法：“谁都得吃饭，周边餐馆又不

多，这是个机会。”但转头，小冯又犯难了：干惯了体力活儿，炒菜的技术不够怎么办？妻

子也发愁：店面租金是笔不小的数目，一时半会儿也难凑出来。2018 年底，随着最后一批

搬迁户入住，社区开始开展不同类型的就业技能培训。一看到有厨师培训班，早有想法的小

冯跟妻子立马报了名。两个多月后，在社区的帮助下，小冯用凑齐的 5 万元租下了一间门面，

期盼许久的小餐馆就这样“上线”了。小馆子环境干净，口味地道，加上两口子手脚勤快又

热情，赢得了不少回头客。看到生意一天比一天好，小冯终于能缓口气：“现在一个月能挣

七八千块，早就脱贫啦。” 

搬出大山，工作也有了着落，还能照顾家里人，小冯觉得很满足，但另一件心事也随之

而来。“以前村里没学校，孩子们只能到镇上念书。一大早就得摸着黑出门，沿着山路走两

个多小时。”时间长了，大人都受不了，更何况是孩子。后来外出打工，孩子就跟了一路。

“因为经常换工作，孩子几乎没有在固定的地方上完一年学。”一说到这儿，小冯满是愧疚。 

搬到县城后，小冯家距学校只有十几分钟路程，上学不愁了。原以为在家门口上学是件

高兴事儿，但出乎意料的是，开学第一周，小冯明显感觉孩子的情绪不太高。几番询问，他

才弄清楚：“之前我们外出打工，孩子常年跟着在外地念书。现在回到家乡的学校上学，反

而有些不习惯。”老师也发现了这个问题，还专门来家里了解情况，跟小冯和孩子认真谈了

一次心，临走时，提醒小冯夫妻也要多帮助孩子融入新生活。“还是观念有问题，过去老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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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教育孩子就靠学校，不靠家长。”小冯说，“以后我们对孩子的教育要更上心才行。”如今，

孩子慢慢认识了不少新朋友，成绩也稳定了不少。这一切，小冯看在眼里，乐在心里。 

从搬出大山到在县城安家扎根，实现了脱贫摘帽，但这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

的起点。小冯觉得，尽管有些磕磕绊绊，但日子越过越有奔头。 

 

资料 3 

走进李石村村民李姐的超市，她指着里面几个书柜说：“这就是微光书苑。现在有 10

多平方米、4000 册书，既是阅读室，也是给孩们上课的地方。” 

2005 年，李姐在村里开了个小超市，很多村民经常来买东西。“在超市支个麻将桌吧，

俺们打牌，你挣钱。”面对村民的提议，李姐却有自己的想法。在她家，祖父好写字，父亲

乐读书，李姐在忙碌之余也坚持读书、写诗。她自己爱书，也想让更多人读书。“种下满地

金黄的庄稼，才是为旷野除草的最好办法。“李姐想到曾在书中看到的句子，“要驱赶心灵的

荒芜，最好的办法就是推广阅读。”2008 年春天，李姐自掏腰包买来 300 本旧书，又拿出自

己收藏的 200 本书，把它们摆在了店里，在超市里辟出一片阅读空间，写上“微光书苑"4

个大字，贴在书边的墙上。“为什么起名微光？就是一个农村小超市的货架上，摆了几本书，

本身就非常非常微小。”李姐说，“微光虽微，但可以不断点燃火种。” 

虽然不要证件、不办手续、不收钱，零门槛借阅。但实际上，书苑刚办起来时，前来借

阅的人寥寥无几，有些人甚至根本没注意到货架上还有书。一开始，只要有孩子来借书，还

书的时候，她会问一些问题：主人公是谁？对什么情节印象深刻？回答出来的孩子可以领到

铅笔、橡皮，写了读后感的还能得到笔记本……来的孩子越来越多，村里大人也开始问了：

“小孩看书有奖品，我们看书有没有？”“有呀！”李姐说，她准备了小毛巾、牙刷，虽然不

贵，但鼓励阅读很有效。李姐说，小手拉大手，大手拉小手，大人、孩子相互带动，村里阅

读氛围越来越浓。 

借阅的人多起来，书渐渐不够用了。“自己的藏书，亲戚朋友家的书，能找的全都找来

了”。看着逐渐借空的书架，李姐又喜又忧，“上哪儿找更多的书呢？”任何能想到的法子，

她都试了个遍。家人的支持也给了她很大鼓励。母亲编麦秸秆草帽攒下的 2000 元，给她拿

去买书；大姐给父亲买衣服的钱，父亲揣在兜里，直奔书店；二姐每次来走亲戚，手里提的

不是水果，而是两摞书…… 

2012 年，李姐自费创办微光书苑、在乡间推广阅读的事迹，逐渐开始受到外界关注。

越来越多的机构、公益组织和爱心人士与她联系，上海一家公益组织一次就捐赠了 3 吨书。

书，总算是慢慢供上了。随着微光书苑名气增大，不断有其他人想要加入，李姐开始发展合

作伙伴，由微光书苑免费配书，进一步扩大乡村阅读的推广范围。最多的时候，微光书苑的

零门槛借阅模式有 27 个合作伙伴，书苑走进了超市、旅店、诊所、幼儿园，还组建起百余

人的基层阅读推广志愿服务团队，累计受众 30 多万人次。越来越多的“微光”汇聚起来：

69 岁的村医老程，将自己医疗卫生方面的书籍全部拿出来共享；退休教师老全多年来坚持

给孩子们辅导作业；大学生小茹从小学开始，就帮忙组织微光书苑阅读分享活动…… 

2015 年，李姐去北京参加一个“微光读书”论坛，论坛上一位大学教授的话让她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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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一座图书馆里的学校要比一个学校里的图书馆更重要。”“要让微光书苑不仅能读书，

还能‘读’电影、‘读’首乐，看更广的世界，学更多的知识。”李姐深受启发，“微光书苑

也要有自己的学校。”如今，小小演讲家、旧物改造、科学小实验、民俗传承等活动，已成

为微光书苑的固定项目，这里已经成了村民尤其是孩子们的第二课堂。 

当被问起将来时，李姐说：“也许乡村图书馆做成什么样，没有标准答案，我只想让这

束在田野间聚起的光，照到更多乡亲。” 

 

资料 4 

近年来，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一些农村出现不少闲置房屋。截至 2020 年底，Z 市有

激活意愿、尚待开发利用的闲置农房近 50 万平方米。2017 年以来，Z 市不少地方着力探索

盘活利用闲置农房发展乡村产业的有效途径和措施。2018 年 8 月，Z 市出台有关办法，明

确规定农村范围内在集体土地上建造的、产权合法清晰的、处于闲置状态且能够安全使用的

房屋及其配套措施（主要包括农户闲置住宅房、村集体闲置用房和原卫生院、学校、站所等

闲置房屋），实施加固、修缮后方可进行旅游、休闲等三产开发利用。 

为此，Z 市发展研究中心组织了调研组进行专题调研。 

位于东湖镇新泉村的新泉中学，多年前已不再办学，老教学楼被列入闲置农房，有人提

议拆掉建住宅，但村两委最终统一意见：拆掉“太可惜”，还是应该盘活利用，壮大村集体

经济。东湖镇产茶历史悠久，周边茶农集中，老房子联手茶产业，能发挥盘活利用的效益。

确定发展方向为主营茶产业、发展茶文化后，村里通过镇里的农村产权交易平台公开竞拍老

楼使用权。 

主楼木楼板开始腐烂，副楼已几乎成了危房——这是泉江茶业有限公司郑董事长与老教

学楼初次相遇时的情景。“到这荒村陋屋来干什么?”有人不解。但透过蛛网积尘，郑董事长

脑中闪出一个念头：竞拍租下来，改造成专题博物馆，让更多的人到这里感受越红功夫茶的

历史文化积淀。2017 年 11 月，越红博物馆正式开放，曾经凋敝的老屋重焕生机。博物馆入

口的接待台，是用老房子的木楼梯板搭就；二楼的品茶室，稍加打量就能认出原先教室的格

局模样；楼梯拐角墙上，完整保存着当年捐资兴学的石刻铭文。同时，作为青少年茶文化教

育基地，博物馆还常举办特色研学活动。“去年接待游客 3 万多人次。”郑董事长说。经镇村

牵线搭桥，博物馆与村里的专业合作社、农户定点合作，与 200 多户茶农结对，帮助他们实

施绿色无公害茶叶种植管理。“每斤 40 至 60 元的收购价，比以前高出一截。”茶农老周说。

从闲置教学楼到茶文化综合体的蝶变，折射出闲置农房盘活后“包袱变财富”的改革之效。 

一座占地 500 多平方米、长期闲置的私塾老建筑，曾是唐仁村唐书记的一块心病。多年

无人问津，只好用于村民堆货，成了村容村貌整治中的一处“死角”。改变发生在 2019 年 7

月，乡贤老孙通过镇里的农村产权交易平台中标，将这座老建筑改造成融生产销售、非遗传

承和文化体验于一体的越庄酒坊。“父亲做了一辈子酒，能在这里把传统古法酿造的流程展

示出来，特别有意义。”老孙说。白墙黛瓦、青砖铺地、木格花窗，一年过去，越庄酒坊修

旧如旧，开门迎客，成为乡村风貌的一抹亮色。“过去做仓库堆货，年租金不过 4000 多元，

如今涨到 6 万多元，仅越庄酒坊一个项目，就带动村集体经济实现增收。”唐书记感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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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老建筑之所以能成功激活，关键是跟镇里的酿酒特色产业发展与美丽乡村建设挂上了钩，

“盘活利用要找对路子，因地制宜，才能真正激发活力、持续产生效益。”古径幽幽，卵石

铺面，唐仁村里的唐仁老街历史悠久，沿街百余间传统民宅，不少处于闲置状态。这段时间，

唐书记和村干部正忙着与外地客商对接，将闲置农房激活同古村落的新规划有机结合起来，

“期待盘活出更多像越庄酒坊这样有特色的‘点’，串联带动起美丽乡村建设、特色产业发

展的‘面’。” 

岭北镇孚家村老虞同儿子住在外地，老宅空置多年。去年上半年，一位村干部建议他把

闲置房存进“银行”。闲置农房存“银行”？初听这样的新鲜事，老虞很好奇。这个特殊的

“银行”就是镇里的闲置农房储备平台，农户和村集体可供利用的闲置农房，都可登记申报。

“正式‘激活’前，房子归自己管，等激活利用了再按租赁合同得收益。”村干部介绍。老

虞和儿子商量后，将老宅存进“银行”。没多久，一位外县企业家通过平台相中了老虞等 5

户村民的闲置房，准备承租修缮，用于民宿经营。8 月，老虞与承租人签订了租赁合同，拿

到了头一年的租金。这是岭北镇率先试点运行闲置农房储备平台的一个例子，通过平台，镇

里对可利用的闲置农房预收预储，分门别类进行招商推介。前不久，北周村废旧织布厂通过

平台统一对外推介，由社会资本、乡贤和村集体共同入股出资，将老厂房改造成土特产展销

中心。中心运行以来，农产品销售额已达 100 多万元。“通过储备平台的形式运作，资源更

集中，吸引投资主体更有效率。”岭北镇吴镇长说。 

 

作答要求 

（一）请根据“给定资料 1”，梳理概括 F 省医保跨入“码时代”后，给不同群众带来

的新便利。（15 分） 

要求：准确、全面、有概括性，不超过 300 字。 

 

（二）小冯向社区反映了他的“物业费困惑”。请你根据“给定资料 2”，为社区提出

处理问题的工作建议。（15 分） 

要求：考虑全面，有针对性、可行性。不超过 250 字。 

 

（三）请结合“给定资料 2”，分析理解“尽管有些磕磕绊绊，但日子越过越有奔头”

这句话。（20 分） 

要求：准确、全面，深入，有逻辑性，不超过 300 字。 

 

（四）结合“给定资料 3”，以“用光点亮光，让心温暖心”为题，写一篇评论。（25

分） 

要求：观点明确，说理充分，语言流畅。不超过 5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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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假如你是调研组成员，请结合“给定资料 4”模拟起草一份调研报告提纲。（25

分） 

要求：紧扣资料，内容全面，层次分明，逻辑清晰，不超过 5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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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