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 年 4 月 29 日湖南省考县乡岗面试真题

（考生回忆版）

第一题：

近日，某景区背古文免门票的活动频频登上热搜，引发群众热议。甲说：这

可能增加景区成本和运营压力；乙说：免了门票，但是可能会从里面的项目上

补回来；丙说：这会增加游客的好感和客流量。对此，请问你怎么看？

【考德上解析】

（考生/思考完毕/现在/开始答题。）

“背诵古文免门票”活动受到欢迎，其实折射出的是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价

值认同，也是景区打“文化牌”、拾“文化味”，做好“文”“旅”结合文章的一次营销

创新。对于题目中的三种观点，我非常支持丙的看法，但是对于其他两种观点，

我也能够理解，接下来，我将具体地谈谈我的看法。

首先，对于甲说可能增加景区成本和运营压力，可能会有这样的影响，但是

这完全是能够化解的。

甲担忧的审核成本与人力投入确实存在，但通过限额管理和流程优化，比如

分时段审核，可以有效地控制压力。此外，景区通过政策补贴或二次消费的增收，

从长期来看成本完全可被覆盖，因此这一风险是可控的。

其次，对于乙说免了门票但是可能会从里面的项目补上来，这种担忧很合理，

但是这是文旅经济转型的必然选择。

在景区免票后，游客更倾向在餐饮、文创、研学等二次消费上花钱，推动收

入结构从“门票依赖”转向多元化经营。这种“以小换大”的模式既提升游客体验，

又增强景区盈利能力，是文旅经济转型的必然方向。

再次，对于丙说这会增加游客的好感和提升客流量，我认为这种观点完全成

立。

这种活动通过文化互动增强游客参与感，形成“文化认同+社交传播”的双重效

应。游客因成就感会主动分享体验，景区也能够借此低成本撬动热搜流量，吸引

潜在客流，形成良性循环。



那么，该怎样更好地完善和落实这一举措，让“背诗热”不止于噱头，我认为

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发力：

第一，规则设计要“人性化”。

一方面，可以设置不同难度等级，如全文背诵免票、选段背诵打折，让普通

游客也能参与，避免“高门槛劝退”；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预约制、分时段审核

控制人数，既保障体验，又避免工作人员超负荷。

第二，配套服务要“跟得上”。

一是文化增值体验，在背诵点增设互动讲解，如诗词创作背景 VR 展示，让

游客背完还想深入了解；二是开发相关文创，如定制书签、诗词盲盒等，把文化

热度转化为消费。

第三，审核流程要“智慧化”。

我们可以采用 AI 辅助审核，用语音识别技术快速核对背诵内容，人工仅需

复核争议部分，减少人力成本；另外，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长期开放线上挑

战，如小程序录视频，分散节假日线下压力，同时为淡季引流。

最后，各位考官，背古文免门票看似是“小聪明”，实则是文旅转型的“大智慧”。

它用文化做纽带，既让游客省钱、学知识，又帮景区赚口碑、促消费。未来关键

要在规则公平性、体验深度和可持续运营上打磨细节，让“背诗热”不止于一阵风，

而是成为文旅高质量发展的长期引擎。

（考生/答题完毕。）

第二题：

你是一名驻村干部，通过个人渠道帮助村里某贫困户销售农产品，去年助其

售出 50 斤蜂蜜，今年他请你再帮忙销售 100 斤，而且还有其他村民带着腊肉、

活鱼等自家农产品找到你，希望你帮忙进行销售。面对这种情况，请问你会如

何处理？

【考德上解析】

（考生/思考完毕/现在/开始答题。）



作为一名驻村干部，帮助村民解决实际困难、促进增收致富是我的职责所在，

面对村民的信任和期待，我会以高度的责任心和务实的态度进行处理，既要确保

贫困户的问题能妥善解决，也要兼顾理性思维，依法依规开展工作。具体来说，

我会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了解情况。

对于村民们的信任，我会向他们表示感谢，同时做好情绪的安抚，向他们说

明，农产品销售，仅靠我个人之力还有所不够，会帮助他们探索一条更可靠、稳

定的销售渠道。随后，我会逐一登记村民需要销售的农产品种类、数量、品质以

及预期价格等信息，建立详细的台账，确保后续工作有据可依。

第二，积极商讨。

我会第一时间将统计到的信息向村支两委进行汇报，与村干部积极商讨解决

方案，梳理产品种类、数量，及调研市场信息，形成初步销售思路，也会向镇里

职能部门进行汇报，请镇领导为我们的销售方案进行指导及帮助。

第三，帮助销售。

对于农产品的销售，会通过电商平台、乡镇融媒体公众号进行推广，或联系

助农直播团队、“消费帮扶”等政府搭台的平台项目扩大宣传；除此之外，还会对

接商超、农贸市场、单位食堂等，帮助村民们建立稳定的销售渠道。

第四，总结反思。

通过这件事，我也认识到对村民农产品销售需求的预判不够、销售渠道的稳

定性有待加强。如果村里的农产品有了一定规模，我会推动成立合作社，对农产

品进行包装升级，建立村级农产品产销对接平台，让村里的农产品走上市场化、

规范化的发展道路。

总之，各位考官，驻村工作无小事，点点滴滴总关情。作为驻村干部，帮助

群众解决问题是我们的本职工作，但更要思考如何将“个人帮忙”转变为“群策群

力”，只有将群众的集体诉求转化为发展动力，才能把“想群众之所想”变成“谋乡

村之兴旺”，从而绘就和美湘村的新画卷。

（考生/答题完毕。）



第三题：

某地街道梧桐树繁茂，吸引来了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斑鹭在这里集聚，随之也

产生了很多粪便，有居民觉得这是生态改善的表现，但是也有很多商户认为影

响了他们经营。假如你是街道办工作人员，领导让你处理好此事，请问你会怎

么办？

【考德上解析】

（各位考官/，考生/思考完毕/，现在/开始答题。）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作为基层治理者，我们既要守护好绿

水青山的生态底色，也要写实民生福祉的发展成色。面对斑鹭栖息引发的治理难

题，我会这样处理：

第一，精准调研。

一方面，持续一周左右时间开展全天候鸟类活动监测，记录斑鹭栖息规律与

粪便影响范围。另一方面，通过电子问卷与入户访谈结合，收集商户经营损失数

据与居民诉求清单。同时还可以了解野生动物保护相关的法律规定，以明确相关

红线底线。

第二，大力宣传。

线上制作斑鹭保护相关视频及图文，以动态漫画等形式展现国家二级保护动

物的生态价值。线下开展专项宣传行动，比如组织商户代表参与粪便清理体验日，

邀请中小学生绘制生态主题墙绘等，让保护意识深入人心。

第三，精准施策。

要兼顾好斑鹭的生存条件和周边商户的运营，找到平衡点。比如在斑鹭栖息

核心区部署安装鸟类识别系统，实时监测其数量与活动轨迹。安装相关科技性的

斑鹭引导和驱离系统，将斑鹭的活动范围进行一定限制。再比如对直接受影响的

餐饮、服装等门店，按客流量下降比例给予一定租金减免。对主动参与生态保护

的商户，额外发放“绿色经营补贴”等等。

第四，评估反馈。

在上述举措采取之后，要定期进行效果的评估，了解斑鹭的生存现状是否得

到优化，了解商户的受粪便影响情况是否及时缓解。另外，也要畅通意见反馈渠

道，及时收集周边居民及商户的意见建议，以便做到及时调整相关举措。



最后，各位考官，这场人与自然的双向奔赴，考验的是基层治理的智慧与温

度。我们既要当好“生态卫士”，守护好自然的馈赠，也要做好“发展管家”，让每

片梧桐叶都承载着民生温度，绘好这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图卷。

（考生/答题完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