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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村官考试全真模拟卷（二）

（满分 100 分 时限 150 分钟）

一、案例分析题（根据所给案例，回答后面的问题。50 分）

案例一

据虎门路东耗二村村民小组村民陈先生介绍，两年前，因修建广深沿江高速，包括他在

内的 26 户村民近 40 亩土地（责任田和自留地）被征用。征用后，广深沿江高速以每亩 15.2

万元给予了社区补偿款，共 600 多万元。村小组的小组长多次表示，土地补偿款是集体所有，

村小组将用这笔钱去投资，再将收益平均分配给全小组的村民。路东社区的书记郭先生表示，

600 万元补偿款中，其中 400 万元是土地补偿款，200 万元是复绿费。根据相关规定，因土

地是集体的，所以补偿款也归集体，不可能分给村民，否则就是违法行为。如果当时被征用

土地上种了菜或果树的，可以获得青苗补偿费，如果没有种任何东西，就没有补偿。

问题：村小组长和社区书记郭先生的说法是否合理？为什么？（25 分）

要求：观点正确，条理清晰，分析有理有据，字数不超过 200 字。

案例二

老李家与老王家是邻居，在两家各自住着的 3间正房之间，有一条南北走向的小路，两

家人都通过这条小路去村里的大路，因为这样走比较方便，不然就得绕个大圈。老李家为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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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结婚要翻盖房子，就跟村委会主任说想把这条小路堵上，把自家的房子扩出一间半，村委

会主任没有明确表示同意。尽管这样，老李家还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堵上小路，扩建了房子。

在房子建盖的过程中，老王家提出异议，说：“你把道给堵上，我没法出门了。”老李家说：

“我盖房子又没占你家的地，有话你跟村委会主任说去。”老王家去找村委会主任，村委会

主任的态度模棱两可。于是老王家到法院起诉，要求老李家排除妨碍，恢复小巷通行。

问题：你如何看待在这个案例中村委会主任的行为？如果你是该村新上任的村委会主任，

你会怎么处理这起纠纷？（25 分）

要求：观点正确，条理清晰，分析有理有据，字数不超过 300 字。

二、论述题（50 分）

请你根据所学知识，论述当前制约农民收入增长的制度性因素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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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一、案例分析题

案例一

【参考答案】

村小组长和社区郭先生的说法均不合理。村小组长所说将土地补偿款拿去做投资，违反

了土地补偿费的使用规定，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按照规定留存的土地补偿费，应纳入公积公

益金，严格管理，并主要用于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支出。社区书记郭先生所说土地补偿款

不能分给农民，没有考虑具体的实际情况，应根据被征地农民的意愿，对情况不同的农民合

理分配土地补偿费、青苗补助费和安置补偿费等。（180 字）

案例二

【参考答案】

该案例中，村委会主任没有尽到依法管理和处理农村集体土地使用的责任，解决村民纠

纷问题时态度模糊、作为不力，最终导致老李家与老王家对簿公堂，矛盾激化。

如果我是新上任的村委会主任，面临老李家和老王家这起纠纷时，首先我会去老李家了

解实际情况，之后与老王家进行协商，将老李家的实际情况告知老王家，如果老王家同意老

李家的做法，则告知老李家具体的申请集体土地建住宅应当遵循的程序，协助其办理相关手

续；如果老王家仍不同意占用小路，坚持认为这样会阻碍其出行，则再与老李家进行协商，

为老李家就近选择其他的土地进行扩建，并帮助老李家办理相关申请手续。（264 字）

二、论述题

【参考答案】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农民收入保持了年均 6%以上的增长速度。但这一增长与城镇居

民收入提高速度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这其中原因很多，但起关键性作用的是，农业和农村

发展仍面临着制度性因素的制约。主要表现在：

（1）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低。我国农业生产的主体是两亿多个分散经营的农户，

虽然一家一户的分散经营方式并不排斥先进科技的应用，也不排斥社会分工和协作，但农民

一家一户势单力薄，不仅农业生产难以与市场有效对接，而且农民在市场竞争中没有足够的

谈判地位，难以分享农产品加工和流通环节的利润。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在倡导引导农

民走向多种形式的联合与合作，但迄今为止，真正代表农民利益的新型合作组织发挥的作用

还不够，普遍存在规模不大、管理制度不健全、改组解体过于频繁的问题。

（2）农民土地权益缺乏有效保障。土地是农民谋生的主要手段，也是农民进行投资、

积累财富以及在代际间转移财富的主要途径。土地制度是农村的基础制度，它不仅直接影响

资源配置效率，而且关系到社会和谐稳定。赋予农民稳定的、明晰的土地权利，是完善农村

土地制度的核心内容。农村改革以来，尽管我国一直在探索加强和扩大农民权利的途径，但

农村土地制度仍不完善，农民的土地权利仍缺乏有效保障，侵犯农民土地权益的现象还大量

存在。

（3）农业支持和保护制度不健全。对农业进行支持和保护是市场经济国家的普遍做法。

近年来，中央按照“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制定了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初步形成了

支持和保护农业的政策体系，增产增收成效明显。但整体来看，我国农业支持和保护制度仍



厚职公考（www.houzhiwang.com）整理提供，更多资料可访问网站或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4

不健全。一是农业支持和保护水平低，与财力增长状况不相匹配。二是农业支持和保护政策

重点不够突出。三是农业支持和保护政策运作方式不规范，影响了整体效能的发挥。财政支

农资金被层层分割，形成“天女散花”的局面，资金使用分散现象比较严重，直接影响了投

入效率。

（4）农村金融服务严重不足。我国农村金融机构面对的是分散的小规模农户和大量农

村中小企业，农户与中小企业对金融需求一般具有期限短、频率高、数额小的特点，而且农

民又缺乏贷款抵押品。现阶段，我们不能单纯依靠市场来解决农村信贷需求问题，要综合运

用财政杠杆和货币政策工具，引导各类金融机构延伸和发展对农村的金融服务，从而加大金

融支持“三农”发展的力度。

（5）城乡居民享有的公共服务差距过大。长期以来，公共服务供给长期偏向城市，公

共财政覆盖农村范围有限，导致城乡居民享有的公共服务差距过大。这也是造成城乡居民收

入差距过大的重要原因。近年来，中央着力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覆盖城乡的公共财政制

度建设开始迈出较大步伐但由于历史欠账多，我国农村基础设施落后和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

整体状况仍没有大的改观。

（6）城乡劳动者平等的就业制度尚未形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放宽对农民进城

就业和居住的限制，形成了农村劳动力在城乡和地区间全方位流动的新格局。但总体来看，

有关农民工的政策和管理制度还没有真正摆脱城乡分割的影响，与形成平等就业、城乡统一

的劳动力市场还有相当的距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