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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6 月 8 日天津市公务员考试面试题-市直+公安系统（考生回忆版） 

材料： 

最近一段时间，小猪佩奇和她的家人，还有她的朋友，无处不在。作为一部针对学龄前

儿童的动画片，《小猪佩奇》不仅征服了全世界各地 2-5 岁的儿童和他们的家长，还征服了一

群 18-30 岁的中国年轻人。在播放量巨大的同时，小猪佩奇的口碑也非常好。在豆瓣网上，

《小猪佩奇》动画片的评分都达到了 9 分左右，甚至更高。而在世界范围内，十多年来，《小

猪佩奇》也是好评如潮，接连斩获了英国儿童学会奖：包括 2005 年的“最佳学龄前动画系

列”、2011 年的“最佳演员”以及 2011 与 2012 年的“最佳学龄前动画”。《小猪佩奇》的故

事并不复杂，甚至可以说是特别简单。每集五分钟的动画片，一只名叫佩奇女孩小猪和她的

弟弟乔治以及猪妈妈、猪爸爸和好朋友之间的故事，围绕她与家人的愉快经历，幽默有趣，

通常会以一家人躺在地上哈哈大笑作为结尾。 

前不久，一部名为《啥是佩奇》的短片火遍全网。短片讲述的故事，比较有意思。快过

年了，在农村大山里的爷爷李宝玉问孙子啥时候回家、有什么心愿，孩子说想要“佩奇”。爷

爷于是开始满村找佩奇。它不在字典上，不是棋类游戏，不是谐音名的某个人，不是看着很

像的“佩琪洗发素”，而在城市当过保姆的老三媳妇说它是“小猪，红的”。爷爷翻字典、串

门子、问朋友，不只是要解开佩奇“是什么”的疑惑，更是跳动着找佩奇“为了谁”的一颗

心。短片的爆点在最后，老人根据别人描述，亲手用鼓风机“打造”出了一只蒸汽朋克感爆

棚的小佩奇。啥是佩奇？可能就是找到佩奇、共享天伦的那一颗心吧。 

《啥是佩奇》迅速走红网络。视频中爷爷大费周章为孙子准备礼物的温情故事，串联起

乡村与城市、现实与想象、误解与沟通等等多个角度的话题，迅速引爆了朋友圈，网友们纷

纷评论“既心酸又感动”“亲情才是硬核”。的确，最是真情动人心，视频中满溢屏幕的乡情、

亲情，带着中华文化特有的质感与味道，朴拙却浓烈，勾起了观众的回忆，拨动着大家的心

弦。 

1.小孩想要小猪佩奇，爷爷不知道是什么，最后自制了一个小猪佩奇。该故事反映出哪

三个社会问题？并就其中一个谈谈你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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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啥是佩奇》是一部讲述亲情与农村现实问题的网络短片，从中能看出我国目前存在的

社会问题，主要体现在城乡差距、农村空心化、城乡和代际沟通这三个方面。下面我就“农

村空心化”这一社会现象谈谈我的看法。 

农村空心化现象是指农村中有文化的青壮年劳动力流向城市工作，造成农村人口在年龄

结构上的分布极不合理，同时土地、产业、公共基础设施也呈现空心化状态。出现农村空心

化这种现象，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 

第一，城乡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必然会导致农村空心化现象的出现。农村的医疗教育

资源不如城区，年轻人为了孩子念书、工作等原因离开农村，而农村文化的“沙漠化”现象

也使很多年轻人不愿意回乡发展，老人又不愿离开故土，这种现状非常令人无奈。 

第二，在城乡差距的背景之下，分隔两地的老人和年轻人在生活经验上存在巨大的落差。

这让老年人更难以融入年轻家庭，年轻人更无法适应农村生活。 

然而办法总比困难多，解决农村空心化问题我们一直在路上。 

第一，引领年轻优秀的人才回乡干事创业。一是用好“农民夜校”、远程教育等资源，加

大对乡村人才的培训力度，搭建传道授业的平台，培养优秀年轻大学生或者优秀农业科技人

员，并给他们以干事创业的优惠政策和资金的扶持；二是要积极引导外出务工成功人士、优

秀人才回乡村再发展，给职位、给待遇、给优惠政策，为其发展提供便利条件。三是用情感

教育留住乡村人才。 

第二，提升村官待遇留住年轻干部。提升村官的待遇，让这份职业的收入达到年轻人的

平均期望水平，同时拓宽村官的发展渠道，让他们可以安心留在这个岗位上长期工作，而不

是做为通向其他岗位的“跳板”。“年轻干部是乡村振兴的新鲜血液，现在的农村急需‘输血’、

‘造血’和‘止血’。” 

第三，科技拉近距离。城乡差异和年轻人口进城趋势一时难以逆转，由此农村中出现大

量留守老人，无人照顾。而农村老人对智能设备使用能力有限，不能时刻保持与子女的沟通，

因此，我们可以为老人配备一种不需要复杂操作的智能手环，时时监测老人的身体状态，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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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传输到子女的手机上，如果遇到紧急情况还可以“一键求助”。利用这些科技手段使亲情

突破距离的限制。 

破解乡村空心化这一难题是乡村振兴绕不开的坎，只有在制度、技术、人才与理念上多

管齐下，才能为短片中的辛酸无奈找到解药。 

 

2.如果你是村干部，很多留守老人的家人过年都没法回来，村里要给留守老人举办一个

春节活动。这件事情交给你做，你要怎么做？ 

【解析】 

过年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都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人们在过年这一天都尽可能地回到家

里和亲人团聚，表达对未来一年的热切期盼和对新一年生活的美好祝福。这不仅仅是一个传

统的节日，同时也是中国人家庭团圆、情感释放、心理诉求得以满足的重要载体。作为一个

村干部，当得知村里有些留守老人的家人不能按时回家的时候，我们村委会一定会尽自己所

能，多做一些事情，来弥补老人因家人不能回家团聚而带来的失落感。为此，我们将举办一

场晚会，让村里留守老人们的这个年过的更有意义。 

对于晚会这个活动，我会从以下几方面进行： 

第一，我会先统计一下村里过年有多少留守的老人及孩子，确定下留守的人数，以便于

购买晚会所需要的物资。另外我会跟不能及时回家的子女们提前沟通好，让他们录制一个祝

福的视频，可以在晚会中播放。同时也向这些子女们表达出老人很理解他们在外工作的辛苦，

但是也很想念他们，希望他们能多回家看看。 

第二，我会联系村里的留守老人及孩子，询问他们新年还有什么要准备的物资，是否需

要帮忙进行集中采购。解决了老人们的后顾之忧之后我会告诉他们在大年三十的傍晚，我们

会在村大队的活动室举办晚会，到时候希望他们都能够参加。 

第三，对于晚会的流程以及节目，我会联系村里面放假回家的大学生，或者已回家的务

工人员，鼓励他们多出一些有意思的节目，将他们在村外面的世界学习到的新歌曲，新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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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给留守老人，给老年人带来一些欢乐。在节目中我也会将子女们提前录制好的视频通过

投影仪播放给留守老人们观看，以转达子女们对老人的牵挂。当气氛达到高潮的时候我也会

通过电话或者视频连线，让子女和老人们进行通话。 

最后，在晚会接近尾声的时候，大家一起煮饺子，放鞭炮，迎接新年。吃完饺子之后，

我会安排老年人离场，同时给留守老人们分发新春的慰问品，希望他们能过个好年。 

待老人都离场之后，我会和其他工作人员将会场打扫干净，以便下次活动使用。同时作

为我个人而言，要总结此次工作的经验和不足，将此活动总结形成一个书面报告，用作留存，

便于下次举办类似活动可以借鉴。 

 

3. “天大地大，回家最大，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春节团聚是一种中国传统，请你谈

谈其中反映了什么样的人际关系。 

【解析】 

《论语》中有这样一句话，叫“父母在，不远游”。意思是说，父母年迈在世，如果可以

的话，尽量安顿好父母，不常驻守外地。而如今的现实是，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离开家乡，

在外面的世界中拼搏、奋斗，他们创造财富，追逐理想。因此，春节变成了为数不多和家人

团聚的日子。每年临近春节，听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数以亿计的人，

跨越千山万水，忍受旅途的拥挤和劳累，只为回家过年。这是中国人特有的文化乡愁，也是

所有漂泊在外的中国人一直以来的共同信仰。它体现了整个民族心理最深层的一种东西，即

家庭的亲和力和亲情的凝聚力。 

回家过年是一种双向需求。站在家的角度来看，游子与家人团圆，可以给予其以温暖、

慰藉，但同时，家庭也需要游子做出贡献。而这种贡献不仅仅是物质方面的馈赠，也是精神

方面的安慰，更是一种积极的正能量。虽说不管有钱没钱都要回家过年，但至少要做到不给

家里带回负能量和负面信息。特别是当面对隔辈代沟或者科技代沟的时候，晚辈们不妨拉一

把长辈，教一教长辈如何使用这些先进的科技。比如，前几年微博很火的一则新闻，描述了

一位儿子发挥自己的绘画特长，为父母专门手绘了一本“微信使用说明书”，7 页图画配上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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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详尽的文字，教会远方的父母如何与自己视频通话，怎么使用微信，让他们信息不闭塞、

生活更精彩。这就是从精神上拉近与父母的关系。作为亲情纽带中的重要一员，家给游子带

来慰藉和归属感的同时，游子最好也能建设家、呵护家、重视家、关注家，能为家里添砖加

瓦。让家庭得到发展和壮大，为家集聚正能量。 

另一方面，家对于游子来说，是唯一的归属，又是奋斗的动力源泉。回到家乡，卸下面

具，放下疲惫，无所顾忌，放松紧绷的心灵和身体。因此，再多的艰难都抵挡不了家温暖的

召唤。回家能够让人获得安慰和鼓励，得到家人尤其是父母的安慰。通过倾诉过去一年的经

历，不仅是对自己过往的一种梳理，也可以借助家人的安慰获得力量。新年真正是辞旧迎新，

它是终点也是起点。回到家里，和家人过完年，经过一番休整和心灵的净化，获得力量，满

怀着希望和期待重新出发。 

“树木千尺根于土，人生之本源于祖。”我们流传千年的传统文化是以生命和血缘为起点

展开的，所以家庭和父母自然被看作个人生命与价值的源头。时至今日，虽然很多传统仪式

被人们忘记了，但“过年回家”作为一个强劲的文化密码却被保存下来。人们在这天也许少

了一些敬神追远的念头，但歇息身心抚慰灵肉的渴望却仍然存在。其实，大家想回的不只是

那个儿时的家，内心更渴望回到一个体现人文关怀的精神故乡。这种关怀是从家庭开始的，

渐至亲人、朋友、邻里、乡里、社区，然后是整个国家。这才是中国人“过年回家”背后的

真正文化意味，以及游子所追寻的由千丝万缕人际关系带来的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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