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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 2022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 
招募笔试考试大纲 

 

为方便广大考生复习迎考，根据《安徽省 2022 年高校毕业生“三支

一扶”计划招募公告》和有关规定，特制定本大纲。 

安徽省 2022 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笔试科目包括《职

业能力测试》和《综合知识》两科，全部采用闭卷考试的方式。 

一、职业能力测试 

（一）作答要求 

《职业能力测试》为客观性试题，考试时限 90 分钟，满分 100 分。 

报考者务必携带的考试文具包括黑色字迹的钢笔或签字笔、2B 铅笔和

橡皮等。答题前，必须用黑色字迹的钢笔或签字笔将自己的姓名和准考证

号填写在试卷和答题卡上指定位置，再用 2B 铅笔在答题卡上指定位置填

涂准考证号。作答时，必须用 2B 铅笔在答题卡上填涂自己选择的选项，

在试题本或其他位置作答一律无效。 

（二）测查内容、题型介绍及示例 

《职业能力测试》主要测查应试人员的基本素质和能力要素，包括常

识判断、言语理解与表达、数量关系、判断推理和资料分析等部分。 

1.常识判断 

主要测查应试人员应知应会的基本知识以及运用这些知识进行分析

判断的基本能力，涉及国情、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科技等方面。 

例题： 

甲单位招聘乙作为行政人员，下列哪一做法符合法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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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甲单位在乙入职三个月后，与乙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B．甲单位与乙签订期限为两年的劳动合同，约定二个月试用期 

C．乙在试用期内的工资为劳动合同约定工资的百分之五十 

D．在试用期内，甲单位将乙解聘，未向乙说明理由 

答案：B 

2.言语理解与表达 

主要测查应试人员准确理解和把握文字材料内涵、进行思考和交流的

能力，包括理解语句之间的逻辑关系，概括材料主旨，把握主要信息及重

要细节，准确和得体地遣词用字、表达观点等。 

例题 1： 

细节决定差异，但是，过早地于细节，会使你迷失在不重要的事物中，

所以首先要抓住基础，细节。 

依次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A．纠结    忽略 B．沉溺    摒弃 

C．致力    考虑 D．集中    发现 

答案：A 

例题 2： 

管理学作为实践性最强的一门学科，是出现在案例之后的。只有具备

真实性、典型性、多维性的案例，才能成为教学中研究讨论的优秀母本，

由此而来的观点因为有扎实案例的支撑，也才具有生命力、说服力、参考

价值。脱离了真实案例而来的任何管理高论都是在浪费公众宝贵的时间和

热情。 

这段文字中“由此而来”的“此”指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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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案例 B．实践 

C．管理学 D．研究讨论 

答案：A 

3.数量关系 

主要测查应试人员理解、把握事物间量化关系和解决数量关系问题的

能力，主要涉及数据关系的分析、运算和推断等。 

例题： 

某单位共有 160 名员工，该单位在七月份的平均出勤率为 85%，其中

女员工的平均出勤率为 90%，男员工的平均出勤率为 70%，问该单位共有

男员工多少人？ 

A．40        B．50        C．70      D．120 

答案：A 

4.判断推理 

主要测查应试人员对各种事物关系的分析推理能力，涉及对图形、语

词概念、事物关系和文字材料的理解、比较、组合、演绎和归纳等。常见

题型有图形推理、定义判断、类比推理、逻辑判断等。 

题型一：图形推理 

每道题给出一套或两套图形，要求应试人员通过观察分析，找出图形

排列的规律，选出符合规律的一项。 

例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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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C 

题型二：定义判断 

每道题先给出定义（这个定义被假设是正确的，不容置疑的），然后

列出四种情况，要求应试人员严格依据定义，从中选出一个最符合或最不

符合该定义的答案。 

例题： 

冗余设计是指在人力资源聘任、使用、解雇、辞退、晋升等过程中要

留有充分的余地，使人力资源整体运行过程具有一定的弹性，当某一决策

发生偏差时，留有纠偏和重新决策的余地。 

根据上述定义，以下不属于冗余设计的是： 

A．某物业配电室配备了两个人，即使一人有事外出，也可以保证有

人值班 

B．篮球比赛中双方各出场 5 名队员，但通常每支职业篮球队有 12～

15 人 

C．某公司每年都会招一批大学生，让他们在各个岗位实习，作为储

备干部培养 

D．设计部的一名员工辞职，公司立即从质检部抽人兼任，同时人力

资源部开始紧急招人 

答案：D 

题型三：类比推理 

每道题给出一组相关的词，要求应试人员通过观察分析，在备选答案

中找出一组与之在逻辑关系上最为贴近或相似的词。 

例题： 



5 
 

老年证︰年龄 

A．资格证︰工作 B．毕业证︰学位 

C．伤残证︰医疗 D．学生证︰身份 

答案：D 

题型四：逻辑判断 

每道题给出一段陈述，这段陈述被假设是正确的，不容置疑的。要求

应试人员根据这段陈述，运用一定的逻辑推论，选择一个最恰当的答案。 

例题： 

为缓解上下班高峰时段城市交通拥堵状况，某市计划对这一时段进入

中心城区的私人汽车征收 10 元交通拥堵费，该费用将超过乘坐公共交通

工具进入该区域的费用。专家称，很多人会因此选择乘坐公共汽车或地铁

等公共交通工具，从而缓解这一时段的交通压力。 

以下各项如果为真，哪项不能削弱专家的论断？ 

A．该市公共交通不发达 

B．该市非上下班时段交通拥堵也很严重 

C．中心城区的停车费远高于要缴纳的交通拥堵费 

D．私人汽车车主多为高收入人群，对 10 元交通拥堵费不以为然 

答案：B 

5.资料分析 

主要测查应试人员对各种复合性的数据资料进行综合理解与分析加

工的能力，资料通常以统计性的图表、文字材料等形式呈现。 

例题： 

根据以下资料回答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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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末，某市民用车辆拥有量达 309.7 万辆，同比增长 8.7%，其

中，进口车拥有量 12.54 万辆，增长 43.2%。 

2010 年末，该市个人车辆拥有量 229.83 万辆，同比增长 9.2%。个人

汽车拥有量 103.85 万辆，增长 21.9%，其中个人轿车拥有量 86.54 万辆，

增长 21.8%。 

2010 年某市民用车辆拥有量 

品种 拥有量（万辆） 同比增长（%） 

汽车 170.25 15.6 

电车 0.02 -8.8 

摩托车 129.12 0.4 

拖拉机 1.16 0.7 

挂车 3.54 23.0 

其他类型车 5.60 12.9 

2010 年该市新注册车 39.76 万辆，同比增长 44.1%，其中新注册汽车

33.79 万辆，增长 50.1%。全年报废车辆 5.81 万辆，下降 53.1%。 

2010 年末，该市机动车驾驶人员数量为 448.48 万人，同比增长 9.2%，

其中汽车驾驶人员 412.56 万人，增长 13.7%。 

1．2009 年末，该市民用车辆中进口车所占比重约为多少？ 

A．5%        B．4%      C．3%       D．2% 

答案：C 

2．下列说法与资料相符的是： 

A．2010 年该市拥有的民用车辆中汽车所占比重超过 6成 

B．2010 年该市汽车拥有量大幅上涨的原因是报废车辆数量大幅下降 

C．2010 年该市进口车拥有量同比增速低于民用车辆平均水平 

D．2009 年该市新注册车辆数多于报废车辆数 

答案：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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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综合知识 

（一）作答要求 

《综合知识》科目包括客观性试题和主观性试题，考试时限 120 分钟，

满分 100 分。 

报考者务必携带的考试文具包括黑色字迹的钢笔或签字笔、2B 铅笔和

橡皮等。答题前，必须用黑色字迹的钢笔或签字笔将自己的姓名和准考证

号填写在试卷和答题卡上指定位置，再用 2B 铅笔在答题卡上指定位置填

涂准考证号。作答时，客观题部分必须用 2B 铅笔在答题卡上指定位置填

涂自己选择的选项；主观题部分必须用黑色字迹的钢笔或签字笔在答题卡

上指定区域内作答。不按要求作答一律无效。本科目作答过程中不得使用

涂改液、胶带纸。 

（二）考试内容 

主要测查考生的基本素质、开展“三支一扶”工作应具备的相关知识

和能力，主要内容包括政治理论、农业农村工作知识、时事政治与常识、

公文处理和写作能力等。 

1.政治理论 

熟悉并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原理

和内涵。重点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要包含其重大意

义、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等。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发

展历史。 

2.农业农村工作知识 

（1）“三农”工作理论。掌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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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党的农村工作原则、领导体制、主要任务、队伍建设和保障措施。掌

握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意义、总目标、总方针、总要求和制度保障。 

（2）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了解过渡期，掌握“四个不摘”要求。熟

悉防止返贫的政策措施，掌握农村低收入人口帮扶政策。了解实现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点工作。 

（3）加快农业现代化。了解粮食安全战略，理解“要把保障粮食安

全放在突出位置”“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的重

大意义。掌握解决种子和耕地两个要害问题的举措。了解农产品加工业、

长三角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建设“158”行动计划主要内容。熟悉农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农业绿色发展、农村新产业新业态、农村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相关知识。掌握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职业农民的政策措施。 

（4）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把握乡村建设规划的要求。了解加强

乡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内容和重点工程。掌握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提升五年行动的目标任务。了解促进农村消费的政策措施。 

（5）提升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掌握提高农村教育质量的主要内

容。掌握推进健康乡村建设的主要措施。了解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

险制度、提供平等就业服务等政策措施。了解改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部

署要求。 

（6）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了解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的“三

步走”目标要求。掌握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的主要内容。把握城

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掌握加快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的工作举措。 

（7）深化农村改革。了解农村改革的主要历程。掌握深化农村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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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线和底线。把握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的主

要内容。了解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政策。掌握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农

村“三变”改革、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内涵和联系。 

（8）改进乡村治理。掌握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和乡村治理体系的

内涵。了解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主要任务。了解农村党建工作知识，掌

握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重点工作。熟悉村民自治实践。掌握法治乡

村建设、平安乡村建设的主要内容。 

（9）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掌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

了解农村思想道德建设的主要任务。熟悉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了解

农耕文化的重要作用，熟悉传承发展提升农村优秀传统文化的重点工作。

了解农村不良风气的表现形式，掌握推进农村移风易俗的主要做法。 

3.时事政治与常识 

主要测查对重大时事和重要常识的了解和熟悉程度。具体包括 2021

年 1 月 1 日以来发生的重大事件，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管理、

人文等方面常识。 

4.公文处理和写作能力 

公文处理主要测查公文处理能力。能够了解公文的概念、特点、种类、

格式、行文关系和行文规则，以及发文、收文程序等。能够按照作答要求

草拟常见公文。 

写作主要测查阅读理解、文字表达等能力。能够阅读、理解给定资料，

并按照要求撰写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