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河北省融资担保基金有限责任公司招聘笔试参考题库含答
案解析

一、第一部分　言语理解与表达（本部分包括表达与理解两方面的内容。请根据题
目要求，在四个选项中选出一个最恰当的答案。）

1、下列语句中，没有语病的一句是：

 A．尽管这份意见不乏突破，甚至提出故意从高空抛掷物品的，根据具体情形最高可按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但仍
显“先天不足”。

 B．只有完善疏通市民投诉和反映问题的渠道，限定责任单位在规定时间内进行处理，否则就依法严加问责处罚，城
市窖井盖是可以不沦为致命陷阱的。

 C．虽然是公众人物，但应该严格要求自己，如果放纵自我，五毒俱全，还想着“收割流量”，怎么可能？

 D．对道路工程的不安并非不是无中生有，近年来，多个城市都曾发生路面坍塌事故，看似互不关联的偶然事故，
其实蕴涵着某种必然。

《正确答案》
A
《专家解析》

A项，表述正确，没有语病，当选。

B项，“只有······是可以”是错误关联词，应更改为“只要完善······是可以不沦为致命陷阱的”，排除。

C项，关联词应用不当，由后文反问句可知，公众人物应该严格要求自己，“虽然······但是······”表转折关系，用于此处不
当，可改为“因为是公众人物，所以应该严格要求自己”，排除。

D项，肯否矛盾，分析句子可知，“对道路工程的不安并不是无中生有”，而文段“并非不是无中生有”与之矛盾，故该句语义错
误，存在语病，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A。

2、先秦时代，“文学”一词的概念是指包括文学在内的一切学术。到了汉代，随着文学（主要是辞赋和散文）的日益繁荣，人们对于文学的认识
逐渐发展，文学有与一般学术分离而独立的趋势。《史记》为文学家单独立传或合传，而没有把他们写进《儒林列传》，就是一个很好的说

明。

这段话主要支持了这样一种观点（　　）。

 A． 从先秦到汉代，“文学”一词的涵义扩大了

 B． 到了汉代，文学作品开始形成一个独立的门类

 C． 司马迁没有把文学家的事编写入《儒林列传》

 D． 汉代文学的主要形式是辞赋和散文

《正确答案》
B
《专家解析》
文段首先讲述先秦时代，“文学”的概念是包括文学在内的一切学术，接着讲到汉代，文学开始与一般学术分离而逐渐独立，
最后列举《史记》作为文学独立的例子，因此这段话主要支持的观点是“到了汉代，文学作品开始形成一个独立的门类”，因
此B项正确。

3、传承红色基因，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如何传承，同样不容忽视。怎样深入挖掘红色传统，生动展示红色基因，让普通人也能感受到力量，让
红色基因      ，这恐怕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重大课题。

填入画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A．代代相传

 B．发扬光大
 C．深入人心

 D．根深蒂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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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答案》
A

《专家解析》

首句“但”表示转折，强调如何传承红色基因的话题，接着“怎样深入挖掘······生动展示”引出挖掘红色传统带来的效果，后文
通过“让······让······”引导的并列句式，强调以前文的方式传承红色基因的目的以及想要达到的目标，并列句式前后语义相
近，故横线处也表示“让普通人也能感受到力量”的含义。

A项“代代相传”指一代接一代地相继传下去，符合语境，当选；

B项“发扬光大”指使好的作风、传统等得到广泛发展和提高，根据文段首句完整句可知，文段主题为“传承”，且论述的是“基
因”，不符合文意，排除；

C项“深入人心”指理论、学说、政策等为人们深切了解和信服，无“传承”之意，排除；

D项“根深蒂固”比喻基础深厚，不容易动摇，强调“深入”“稳固”，与传播方式的“深入挖掘”可对应，但体现不出“让普通人也能
感受到力量”的含义，不符合文意，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A。

【文段出处】《在文艺中激荡红色血脉》

4、科学家发现，一种“个子”高高、具有装饰作用的植物能够提供数量可观的能源，且决不会引起全球变暖。这种植物名叫芒草，生长在欧洲和
美国。在美国伊利诺伊州进行的田间实验表明，无论从经济角度还是从环保角度来看，芒草都是能提供可持续能源的有效植物。

本段文字重在说明（　　）。

 A． 芒草是具有装饰作用的植物

 B． 芒草的生长环境及广阔的商业前景

 C． 芒草具有经济及环保价值

 D． 什么是芒草及芒草的分布区域

《正确答案》
C
《专家解析》
文段首先描述一种植物不仅可以提供数量可观的能源，还不会引起全球变暖；接着指出“这种植物”就是“芒果”；最后通过一项
实验指出，“芒果”无论从经济角度还是从环保角度来看，都是能提供可持续能源的有效植物。即意在强调“芒果”不仅具有经济
价值，还具有环保价值。因此C项正确。

5、传统文人画萌芽自唐，盛于宋元，讲究画外功夫。士大夫借笔墨抒胸中逸气，倡导通过绘画呈现        生命与精神境遇，与宫廷画院、民间绘
画有显著差异。历来传统文人画的发展莫不在笔意图式上        ，在取材上以山水花鸟、梅兰竹菊等为传统表现题材。而丰子恺的作品，打破了
传统文人画发展到后期取材狭窄的限制以及风格的程式化，生命历程中一切可爱、可喜、可悲、可怒诸相皆可用水墨速写表现。

依次填入划横线处的词语，最恰当的一项是（ ）。

 A．群体 用功

 B．集体 入手

 C．个体 着墨

 D．个人 落笔

《正确答案》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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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解析》

第一空，根据“丰子恺的作品······生命历程中一切可爱、可喜、可悲、可怒诸相皆可用水墨速写表现”可知，文人画侧重对于
自我生命历程中情感的表达，故横线处所填词语应体现绘画呈现的是个人生命与精神境遇之意。C项“个体”指单个儿人或生
物，泛指单个事物，D项“个人”指一个人，均符合文意，保留。A项“群体”泛指本质上共同的个体所组成的整体，B项“集体”指
许多人有组织的整体，均不符合文意，排除。

第二空，根据“历来传统文人画的发展莫不在笔意图式上······在取材上以山水花鸟、梅兰竹菊等为传统表现题材”可知，横线
处所填词语应体现历来传统文人画的发展注重笔意图式之意。C项“着墨”指用文字来描述或用笔墨绘画，“在某件事上着墨”侧
重强调对某件事比较关注、对某件事下功夫，D项“落笔”指下笔，可引申为做某事或做某事的切入点，相比之下，C项“着
墨”更能体现出文人画关注笔意图示的语义，当选。

故正确答案为C。

【文段出处】光明日报《以心入画 思进美善——丰子恺和他的新文人画》

6、                    。新中国成立以来，很多画家借用西方的一些画法创作山水画，大多不太成功，也很难得到国人的认可。在这方面较为成功的
是李可染和赖少其。他们都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年轻时向传统大家学习，精研书法，长期写生。在打牢传统的各种基础后，李可染将光引

入艺术表现，尤善用积墨画逆光；赖少其学习西方印象派等画法，借鉴西洋画的着色方式，和传统融合得很好。所以，他们笔下的祖国河山仍

然体现出雄浑厚重、大气磅礴的中国精神。

填入画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A．中西融合是二十世纪中国画面对的世纪课题

 B．中国画具有独特的文化特质和内在发展逻辑

 C．中国画家借鉴外来艺术时需有良好的传统功底

 D．借鉴西洋画艺术手法取得成功的中国画家很少

《正确答案》
A
《专家解析》

横线在文段开头，需结合后文综合分析。文段首先介绍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很少有中国画家通过借用西方画法创作山水画获
得成功，随后用李可染和赖少其这两位创作较为成功的画家的经验进行举例，并通过“所以”进行总结，说明将中国传统画法
与西方画法结合后会创作出优秀的山水画。故文段重在强调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传统画法与西方画法的结合是我国画家所
要面临的问题，对应A项。

B项，重在强调中国画的文化内涵，缺少文段主题词“中西融合”，排除；

C项，文段重点论述“中西融合”，即将中国传统画法与西方画法融合，而“中国画家借鉴外来艺术时需有良好的传统功底”强调
良好的功底是借鉴外来艺术的必要条件，逻辑表述错误，排除；

D项，重在强调“中西融合”后取得成功的中国画家很少，而文段重在通过成功画家的经验指出将中国传统画法与西方画法结合
会取得成功，偏离了文段中心，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A。

【文段出处】《美在河山 大气磅礴（逐梦70年）》

7、社会是企业家施展才华的舞台。        真诚回报社会、切实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家，        能真正得到社会认可，        是符合时代要求的企业
家。

依次填入画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

 A．只有 才 才

 B．只要 就 就

 C．如果 不仅 还

 D．因为 所以 就

《正确答案》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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