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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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浩瀚宇宙，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            的追求。中国航天承载了一个大国的斑斓梦想，也        了新时代中国人的骄傲与情怀。

依次填入画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A．矢志不渝 寄寓

 B．志在必得 铭刻

 C．亘古不变 映射

 D．孜孜不倦 彰显

《正确答案》
A
《答案解析》

第一空，根据“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可知，横线处所填成语应体现坚持了很长时间之意。A项“矢志不渝”指立志不会改变，表示
永远不变心，C项“亘古不变”指从古到今，没有变化，D项“孜孜不倦”指工作或学习勤奋刻苦不知疲倦，形容勤勉不懈怠的一
种状态，均符合文意，保留。B项“志在必得”指立志要得到或完成某种愿望，未能体现坚持了很长时间之意，排除。

第二空，由“也”和前后句的相同句式可知，横线处所填词语与“承载”构成并列，应体现背负、寄托之意。A项“寄寓”指依附，
寄托，符合文意，当选。C项“映射”指反射反映，不能体现背负、寄托之意，排除；D项“彰显”指鲜明地显示，侧重于“将······
显示出来”，不能体现背负、寄托之意，且横线前搭配“中国航天”，而“彰显”的主语多为成果、事迹等，横线后搭配“骄傲与情
怀”，“骄傲”是一种内在的情绪状态，无需鲜明地显示出来，“彰显”与前后搭配均不恰当，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A。

【文段出处】《中国航天，新任务新征程》

2、大乡绅的仆人可以指挥警察区区长，可以______招摇过市，这都是民国五六年的事，并非前清君主专制时代。自己当时______，看了一肚
子气，可是______，也只好让那口气憋着罢了。
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

 A． 大模大样　血气方刚　人微言轻

 B． 威风凛凛　血气方刚　人穷志短

 C． 像模像样　年轻气盛　人微言轻

 D． 昂首阔步　年轻气盛　人穷志短

《正确答案》
A
《答案解析》
文段出自朱自清的《说扬州》，意在说明大乡绅的仆人的丑态。第一空，由“招摇过市”可知，所填词语应为贬义词，“大模大
样”形容态度傲慢，目中无人的样子，符合文意。第三空，作者让那口气憋着不是因为“人穷志短”，而是因为“人微言轻”，说
了也不管用。因此A项正确。

3、以德为先，首要的是提高干部的党性修养，______是要解决党员干部的信仰问题，而关键之处在于通过积极有效的载体化虚为
实，______。
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

 A． 重中之重　有目共睹

 B． 首当其冲　雷厉风行

 C． 归根结底　立竿见影

 D． 千方百计　有的放矢

《正确答案》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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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解析》
第一空，由“首要的是”可知，所填的词语应与此类似，“千方百计”语义不符；“重中之重”与文中“关键之处”含义相同，意思重
复。“首当其冲”意为最先受到攻击或遭受损害，含贬义，不符合语境。因此C项正确。

4、下列各句中，句意明确，没有语病的一句是（　　）。
 A． 学校运动会将在下月中旬前后举行，所以我现在就要好好准备了

 B． 已经推出并投入使用的杭州“市民卡”，除了包含“社保卡”所具有的医疗、养老等保险功能外，还可享受其他各类
公共服务

 C． 广大公务员，尤其是领导干部，想问题、办事情都要从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

 D． 复原后的距今100万年前的“郧县人”是一个额头低平、眉弓粗壮、眼窝深凹而宽、鼻短而上扬、面部突出、唇长
而薄的远古人形象

《正确答案》
D
《答案解析》
A项错误，“下月中旬前后”词语范围模糊重复。B项错误，前半句主语为“市民卡”，后半句的主语不能是“市民卡”。C项错误，
正确的搭配应为“从……出发”或“以……为出发点”。

5、在当代中国社会，存在着严重的道德问题，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的价值观念盛行，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道德的发展呈现着极不同步的状
态，中国人从来没有像今天一样富有，而无数的中国人在精神上也同样从来没有像今天一样贫穷。问题的存在与社会革命过程中割裂了传统文

化和道德观念的影响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当今中国的精神文明建设过程中，我们要严防多元文化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片面性的不利影响，打造

具有传统价值和人道精神的道德伦理，对于低级的、鄙俗的社会价值观念和习惯绝不能任其泛滥，这关系着我们民族精神的健康和长远发展。

这段文字意在强调（　　）。

 A． 中国存在严重的道德问题

 B． 要防止自由主义思想的不利影响

 C． 要打造具有传统价值和人道精神的道德观

 D． 应加强传统文化和道德观念的教育

《正确答案》
C
《答案解析》
文段首先说明中国社会存在严重的道德问题，接着说明问题是什么及产生问题的原因，最后说明我们应该采取的措施。A项
错误，中国存在道德问题只提到了存在的问题，B项错误，文中是说防止自由主义思想片面性的不利影响。C项正确，加强传
统文化和道德观念的教育也是为了树立正确的道德观。

6、目前，新型消费也并非一种已经发展成熟或已定型的消费形态，随着数字技术的加快发展，将来可能还会出现更多新的消费业态和消费模
式。“数字化”是新型消费最基本的属性。新型消费对人们的消费理念、消费模式和消费场景等多方面产生了新的影响。可以说，新型消费绝不是
一次普通的消费升级，而是新时代的一场消费革命。

这段话主要讲述了：

 A．新型消费的影响

 B．新型消费的内涵

 C．新型消费的体系

 D．新型消费的视角

《正确答案》
B
《答案解析》

文段首先引出“新型消费”这一话题，指出新型消费并非发展成熟或已定型，接着介绍了新型消费的基本属性，随后指出新型
消费对人民的消费产生了新的影响，尾句通过“可以说”得出结论，即新型消费是新时代的一场消费革命。故文段为分总，重
点介绍新型消费是什么，对应B项。

A项“影响”对应结论前，非重点，排除；

C项“体系”、D项“视角”，文段均未提及，无中生有，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B。

【文段出处】《新型消费与数字化生活：消费革命的视角》

湖北武汉市武生院后勤集团招聘笔试题库2024 2

编码：sfm3zlqtkd5x26!e 湖北武汉市武生院后勤集团招聘笔试题库2024



7、应该看到，大部分人选择相信他人并愿意将自身利益、诉求置于陌生人的社会交往活动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有一整套规范的法律制度和法
律体系在保护守信人、惩戒失信人。法律制度与法律约束为和谐的社会交往、互信的人际秩序提供了可以依靠、可以遵循、可以坚守的行为规

范。法律是构建社会诚信的根本保障，良序的社会需要健全的法治，越是健全的法治越能为美好的社会保驾护航。

对这段文字概括最为准确的一项是：

 A．社会信任建设是一个不断强化的过程

 B．良好的社会信任需要靠法律制度来保障

 C．多管齐下才能营造诚信友善的社会生态

 D．信任是社会系统有序运转的重要润滑剂

《正确答案》
B
《答案解析》

文段首句指出大部分人选择相信他人并愿意在社会交往中将自身利益、诉求置于陌生人的原因在于有规范的法律制度和法律
体系在保护守信人、惩戒失信人，接着指出法律制度与法律约束为和谐的社会交往、互信的人际秩序提供了行为规范，尾句
指出需要构建健全的法治来保障社会诚信，文段围绕“法律”和“社会”展开，把握主题词“法律”“社会”，对应B项。

A项强调社会信任需要不断强化，C项强调需要通过多种方式营造诚信社会，D项强调信任的重要性，均缺少主题词“法律”，
表述片面，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B。

【文段出处】《释放诚实守信的正能量》

8、科幻小说大师阿瑟·克拉克说：“如果一个德高望重的老科学家说‘某件事情是可能的’，那他可能是正确的；但如果他说‘某件事情是不可能
的’，那他也许是非常错误的。”
阿瑟·克拉克想说的是（　　）。

 A． 科技进步永无止境

 B． 想得到就能做得到

 C． 未来可能远远超出想象

 D． 迷信权威会阻碍前进的步伐

《正确答案》
C
《答案解析》
题中阿瑟·克拉克的身份是科幻小说大师，他虽然提到“德高望重的老科学家”，但是其论述重点在于“如果他说‘某件事是不可
能的’，那他也许是非常错误的”，即未来是无从预料的，因此C项正确。

9、中国古代诗学从唐代“野”字意象的逐渐增多，到宋代“野水”意象的异军突起，不仅意味着唐宋诗学从“大物山水”到“小景山水”的转向，而且
从杜甫所开创的“野水”美学至中唐诗人“野水”写作传统的逐渐形成，幽远寻仙的峻险之趣的传统有所消歇，宋人萧散简淡、静观自我的“野水”美
学成为时代意趣。“野水”的审美价值不仅在于可游，更在于可居。“可游可居”作为野水山水美学的具体展开，与“可行可望”的彼岸山水美学成为
中国诗学的两大传统。

最适合做这段文字标题的一项是：

 A．中国诗歌“野水”意象的发展

 B．“野水”意象与唐宋诗学的转向

 C．中国山水诗学的两大话语传统

 D．作为时代意趣的“野水”美学

《正确答案》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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