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广安医药投资发展集团招聘笔试题库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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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校长是位老科学家。这“老”字的位置非常为难，可以形容科学，也可以形容科学家。不幸的是，科学家跟科学大不相同，（科学家像酒，
而科学像女人）。

对括号的文字理解准确的是（　　）。

 A． 科学家愈老愈可贵，科学愈老愈趋于成熟

 B． 科学家愈年轻愈不值钱，科学愈年轻愈有生命力

 C． 科学家愈年轻愈不受重视，科学愈年轻愈受人重视

 D． 科学家资历愈久愈可贵，科学愈老愈失去价值

《正确答案》
D
《答案解析》
A项错误，“科学愈老愈趋于成熟”不合题意，科学愈老。它的价值就越低；B项错误，“科学家愈年轻愈不值钱”是错误的，科
学家都很可贵，只不过老科学家比年轻科学家更可贵；C项错误，年轻、有能力的科学家也会被非常的重视；D项正确，科学
家越老资历越深，经验也就越丰富，而科学越老越跟不上新时期瞬息万变的发展，变得陈旧，像年老的女人失去青春的容
颜，变得衰落。

2、每年暑假总是旅行旺季，有些人趁着各大旅行网站打价格战，给自己订下一个便宜的旅行团；厌倦了团餐和购物行程的人们选择自由行，让
时间和脚步更符合自己的______；还有一些人，把自己从循规蹈矩的生活里______出来，踏上“间隔年”的旅程。“间隔年”起源于二十世纪六七
十年代，通常指年轻人从学校毕业以后，正式踏入社会之前，做一次长期的旅行，以______不同地域的生活方式，时间通常为一年左右。
依次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

 A． 规划　抽离　体验

 B． 频率　逃脱　感受

 C． 习惯　挣扎　领略

 D． 心情　释放　品味

《正确答案》
A
《答案解析》
第二空，“挣扎”和“逃脱”不能与“把”搭配。第三空，品味指仔细体会，玩味。体验是指在实践中认识周围事物；亲身经历。文
段强调的是对不同地区生活方式的亲身经历，“体验”符合文意。因此A项正确。

3、研究基层政府治理体系，有利于从操作层面反观整个政府治理体系，用“            ”的方式自下而上逐级剖析政府治理体系建设的逻辑，并通
过“以小见大”的方法        政府治理体系的全貌。

依次填入画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A．抽丝剥茧 呈现

 B．管中窥豹 探求

 C．按图索骥 推知

 D．顺藤摸瓜 还原

《正确答案》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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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解析》

第一空，根据后文“自下而上逐级剖析”可知，横线处应表达从基层逐渐往上分析之意，且双引号提示此处应为形象化表达。D
项“顺藤摸瓜”比喻按照某个线索查究事情，此处“藤”指文段中的“下”，即基层政府，“摸瓜”指剖析政府治理体系建设的逻辑，
符合文意，保留。A项“抽丝剥茧”形容分析事物极为细致，而且一步一步很有层次，侧重强调从细微处入手逐层分析，文段并
无从细微处入手之意，排除；B项“管中窥豹”比喻只看到事物的一部分，指所见不全面或略有所得，与文意不符，排除；C
项“按图索骥”比喻按照死规矩机械、呆板地做事，也泛指按照线索寻找目标，文段并非侧重寻找已知的目标，而是剖析尚不
清楚的政府治理体系建设的逻辑，与文意不符，排除。

第二空，代入验证，D项“还原全貌”搭配恰当，当选。

故正确答案为D。

【文段出处】《构建整体性的基层政府治理体系》

4、没错，年轻时心不安分，不知天高地厚，想入非非，把远方想象得那样好，才敢于外出漂泊。而漂泊不是旅游，肯定是要付出代价的，品尝
人生的多一些滋味，也绝不是如同冬天坐在暖烘烘的星巴克里啜饮咖啡的一种味道。但是，也只有年轻时才有可能去漂泊。漂泊，需要勇气，

也需要年轻的身体和想象力，便收获了只有在年轻时才能够拥有的收获，和以后你年老时的回忆。人的一生，如果真的有什么事情叫做无愧无

悔的话，在我看来，就是你的童年有游戏的欢乐，你的青春有漂泊的经历，你的老年有难忘的回忆。

本段文字意在强调（　　）。

 A． 漂泊，值得尝试

 B． 要珍惜青春，别让年老时后悔

 C． 漂泊的青春才是无悔的青春

 D． 人一生值得回忆的东西

《正确答案》
A
《答案解析》
文段的主要意思是说人年轻时，应该出去漂泊，品尝人生的多一些滋味；而只有年轻才有出去漂泊所需要的勇气、身体和想
象力，因此应该趁年轻时出去漂泊，这样年老时才不会后悔。因此A项正确。

5、①服饰形式主要采用上衣下裳制，衣用正色，裳用间色

②这种形式一直延续到春秋战国时期，直到一种名为“深衣”的连体服饰出现，才得以改变

③当时的服饰依据穿着者的身份、地位，各有分别

④中国的衣冠服饰制度，大概在夏商时期初见端倪，到了西周渐趋完善，并被纳入礼制范围

⑤这种审美观念对中国妇女服饰观的影响竟长达千余年之久

⑥在商周前后，随着封建生产关系的形成与发展，这个时期的女性服装趋向完善和华丽，一袭长衫把女人的美发挥到极致

将以上6个句子重新排列，语序正确的一项是：

 A．④③①②⑥⑤

 B．④⑥⑤①③②

 C．⑥④⑤③①②

 D．⑥④②③①⑤

《正确答案》
A
《答案解析》

首先，根据选项判断首句，④句介绍了中国衣冠服饰制度的发展进程，⑥句介绍了女性服饰的发展变化，两句对比，④句所
论述的“中国的衣冠服饰”更适合作为背景引入，⑥句论述的“女性服装”只是其中一方面，④句在⑥句之前，排除C、D两项。
然后，观察题干，②句中出现指代词“这”，故利用指代词捆绑，②句中的“这”应指代①句中的“服饰形式”，故①②捆绑，排除
B项，锁定A项。

故正确答案为A。

6、①这个说法始见于明代周文华的“汝南历史”：公种而孙得食之
②被称为“活化石”的银杏树高大挺拔，叶似扇形
③说明这种树生长缓慢，树龄极长，结实较晚，爷爷栽下的树，到了孙子辈才能吃到白果

④到了秋季，树叶变成金黄色，别有一番景色

⑤而且树的寿命较长，是一种常见的园林绿化树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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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然而，很少有人知道银杏树又叫“公孙树”
将以上6个句子重新排列，语序正确的是（　　）。

 A． ④②⑥⑤①③

 B． ②④⑤⑥①③

 C． ②④①③⑤⑥

 D． ④①③②⑥⑤

《正确答案》
B
《答案解析》
①中“这个说法”指代的是⑥中“银杏树又叫‘公孙树’”，因此①应该紧随⑥后。因此B项正确。

7、个性化的教育，是一种重视个性，发展个性，注重学生的智慧潜能，承认差异，发挥自我，崇尚自由，促进学生个性完美和全面素质提高的
创造性教育模式。个性化教育的实质是以受教育者的个性差异为依据，让每个学生都找到自己个性、才能发展的独特领域，以及以个性充分发

展、人格健全为目的的教育。通过个性化教育能够显示自我的存在，树立对自己力量的信心。但是，由于历史传统的影响，长期以来，我们只

重视群体培养而忽视个性塑造，长此下去，青少年学生将逐渐变成敛其行、慎其言、弱其欲，以致最终被训练成为“顺从的一代又一代”。
这段文字意在说明（　　）。

 A． 个性化教育对促进学生的全面素质提高有重要作用

 B． 我国应大力推行个性化教育

 C． 我国的个性化教育仍然存在严重的问题

 D． 我国应反对群体培养的教育模式

《正确答案》
B
《答案解析》
文段首先介绍了个性化教育的定义、实质、目的等，接着指出由于历史传统的影响，我国长期忽视了个性化教育，最后说明
长期重视群体培养而忽视个性塑造的危害。即我国应推行个性化教育。

8、纵观世界流行音乐史，你会发现它基本上就是黑、白两种不同文化的融合史，而且总是由黑人提供原始素材，然后白人把它“偷”过来，并加
以完善，最终作为一种崭新的商品推向全球。牙买加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这一融合的最大受益者。这种模式也被顺理成章地推广到田

径领域，终于成就了牙买加田径运动的辉煌。

这段文字主要谈论（　　）。

 A． 世界流行音乐史的发展模式

 B． 文化融合给牙买加带来的好处

 C． 地理位置在文化交流中的特殊意义

 D． 黑人和白人对音乐、体育的不同贡献

《正确答案》
B
《答案解析》
文段首先提出黑、白两种不同文化的融合模式在音乐史中的应用，特殊得地理位置使牙买加成为这种模式最大的受益者；接
着提到牙买加运用这一模式在田径领域取得辉煌。即从两个角度阐述了牙买加从文化融合中受益的事实。因此B项正确。

9、游戏属于文化创意行业，不存在绝对的垄断，玩法创新总能引领风潮。然而另一方面，精品游戏的制作和渠道推广成本            ，工业化水
平越来越高，游戏巨头即便不能每次都在玩法上取胜，但是依靠精良的人力和充足的资源，依然具备            的实力。

依次填入画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A．与日俱增 先声夺人

 B．节节攀升 一举夺魁

 C．居高不下 遥遥领先

 D．水涨船高 后来居上

《正确答案》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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