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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第一题：认真阅读“给定资料”，简要回答下面两题。(20 分)

1.根据“给定资料 2”，对专家们所说的“技防”“人防”加以解释。 (10 分)

要求：准确、简明。不超过 150 字。

参考答案：

1.技防是指充分利用技术手段和防灾设施防灾的方法，比如全程监控、安全阀门等；2.

人防是指通过公众教育和提升人的防灾意识和能力等防灾的方法，如开展定期演练、检修维

护等活动。3.人防比技防更重要、更可靠。

2.根据“给定资料 3”，谈谈“现代城市运行中的脆弱性”在 s 市特别重大火灾中的具

体表现。(10 分)

要求：准确、全面、简明。不超过 150 字。

参考答案：

表现如下：1.外部致灾因素影响程度高。监督管理不严，秩序混乱，安全措施不到位。

2.防范系统对致灾因素的抵抗力差。救援设备设施配备不足，难以满足高空灭火需要，市民

缺乏自救意识与保险意识，过分依赖公共救援。3.对防范系统抗逆力的衡量不足。规划设计

存在缺陷，导致对突发事件的预测与准备能力不足。

第二题：A 市 F 区在全区范围内开展“居民安全文化教育”活动。请根据 “给定资料”，

从“安全文化理念”、“增强安全意识”、“日常安全须知” 三个方面为社区的宣传栏写一份

宣传稿。(20 分)

要求：(1)内容具体，针对性强：(2)用语恰当，通俗易懂；(3)不超过 500 字。

参考答案：

平安社区为人人，平安工作人人做

F社区的各位居民们：

安全，是居民生活的第一需要，社区建设的核心工作。为了进一步提升广大居民朋友的

防灾意识、防灾能力，打造平安社区，我区将开展“居民安全文化教育”进社区活动，希望

广大居民朋友积极参与。



一、树立正确的安全文化理念：1.明确安全第一，生命至上的理念，始终把人的生命摆

在第一位；2 深入了解“技防”不如“人防”的思想，变被动等待为主动防御。

二、增强必要的安全意识：1.居安思危,主动防范，积极应对；2.提升自救意识与互救

意识；4.充分调动各种资源，增强互助合作意识。

三、掌握日常安全知识：1.明确家庭用水、用电、用火方法，注意事项；2.了解社区及

楼宇内的消防安全常识，掌握防灾设施的使用方法；3.严格遵守交通规则，安全、文明出行；

4.掌握严重自然灾害的应对常识。

安全工作关乎自身，更关乎身边的每一位朋友、家人。让我们携起手来，为社区安全工

作奉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A市 F区

××年×月×日

第三题：“给定资料 4”反映了 T 市市民出行中存在的许多问题，假定你是市交管局聘

请的观察员，请就这些问题提出解决建议，呈送市政府有关部门参考。(20 分)

要求：(1)对存在的问题概括准确、扼要：(2)所提建议具体简明、有针对性、切实可

行；(3)不超过 400 字。

参考答案：

1.针对公交站台设置过于密集的问题，公交站点不能过于密集，要分散公交站点。

2.针对公交站台离人行天桥太远，要在公交站台旁建人行天桥、地下通道、人心横道或

红绿灯，或将公交站台移到人行天桥旁。

3.针对公交线路来回站点不对称的问题，要公交线路要做到来回站台对应，有去有回。

4.针对城区到郊区住宅小区公交设施不完善的问题，要完善市区到郊区住宅小区的公共

交通系统，或修建路面，路灯，修建自行车免费停车站，方便市民“绿色出行”。

5.针对郊区小区公交设施不完善导致黑车云集，引发交通事故的问题，要取缔黑车。

第四题：“给定资料 5”画线部分写道：“无论我们认为自己已变得多么高明和安全，自

然灾难与人为灾难始终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请结合你对这句话的思考，联系自己的经验

或感受，自拟题目，写一篇文章。(40 分)

要求：(1)自选角度，立意明确，有思想性；(2)参考“给定资料”，但不拘泥于“给定

资料”；(3)语言流畅；(4)总字数 800—1000 字。

参考答案：

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



——浅谈安全与灾难

当声名昭著的罗马庞贝城被地震彻底掩埋在历史之中时，它给人带来的震惊大到难以置

信的地步。塞内加在公元 62 年的春季提醒罗马公民：“无论我们认为自己已变得多么高明和

安全，自然灾难与人为灾难始终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这观点告诉我们，人类的历史正是

一个与灾难相伴以及与灾难抗争的历史，人应具有忧患意识，积极地应对灾难。

自然灾难、人为灾难伴随人类历史各个阶段，不可避免。中国古语云，“福兮祸所伏，

祸兮福所倚”，朴素辩证法告诉我们一个道理——福祸相依，世界绝不因为人趋乐避苦而没

有苦。从历史上看，无论古代庞贝古城的消失、玛雅文明的消失，或者是现代关东大地震、

唐山大地震、汶川地震、秘鲁大地震、印尼海啸、日本海啸、还有缓慢进行的海平面上升都

是可见的灾难。他们不仅威胁人类生活、生产，甚至改变人类命运，改变历史走向。自然灾

难以外，人为灾难也是无处不在，举例来说，中国古代建筑以木为主要建筑材料，而火对木

来说是灾难性的，多少辉煌壮丽的建筑我们只能在书籍记载中想象；西方社会的宗教传统既

是西方信仰的来源，也是西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因为宗教，多少人为灾难一次次

上演，组成了黑暗的中世纪；现代社会著名的 911 事件更是把人为灾难演绎到了恐怖的极致。

这样的事实残酷而无法改变。

如果灾难无法避免，我们只有积极应对。

培养忧患意识，保持清醒头脑。防微杜渐，居安思危是中国式的智慧，千里之堤毁于蚁

穴也是提醒人要注重防范每一个可能引发灾难的细节。举例来说，日本作为一个自然灾害频

发的国家，其在公众安全教育方面做得可谓极致。我印象中在 2011 年日本海啸时，一幢高

层建筑的楼顶上，日本民众有序的排成了 SOS 形状，我被眼前的一幕震惊了。对比来看，我

们的很多天灾其实夹杂着人祸。比如在 98 年长江特大洪水面前，被朱镕基总理含泪痛骂的

“王八蛋工程”，汶川地震中的豆腐渣工程，还有近期上海市高层建筑大火的悲剧，无一不

警示着我们提升防范意识的紧迫性。

提升防灾能力，建设安全体系。意识提升还是要落到指导实践，只有认真组织群众开展

定期的消防逃生演练，不断加大对于公共设施安全性的监察力度，统筹整合应急救援力量，

构建完善一个城市综合减灾应急系统，在当灾难不幸降临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把灾难给人类

带来的损失降到最低。2008 年汶川地震，“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然而，虽天地无情，

但全国人民在灾难面前众志成城，体现了我们民族应对灾难的能力。从新闻报道的公开及时

到志愿者辛苦工作；从灾民搜救到物资捐赠，体现出的应灾能力让世人震惊，更不用说近期

的撤侨行动，说明只要我们有决心，并加以训练，我们是一个有能力应对灾难的民族。

一代明臣王安石曾说“天变不足畏，人变尤可为”，也许隔着时空应和了塞内加的观点，

事在人为，人类历史伴随灾难，面临灾难，也在一次次战胜灾难中滚滚向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