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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湖北省直属事业单位招录考试

《综合应用能力·B 类》试卷

一、观点评析题（15 分）

某网络论坛中有这样的观点：

网友 A：在单位里面，搞好自己的事就可以了，没必要成天去搞人际交往！

网友 B：那不一定，我们单位的一个伙计专业技能一般，但人缘好，很会来事，还不是

多次被评为先进！

请对上述观点进行简要评析。

二、案例题（15 分）

2014 年，小李以优异成绩考取某省直某事业单位的工勤岗。刚开始，小李干劲很大，

工作热情很高，可慢慢变得做事拖拉，精神倦怠。小李当初选择这个工作，是考虑到事业单

位比较稳定，工作压力比较小。可实际工作后，他发现干的大多是杂事，有的还是体力活，

还经常加班，收入也不太高，心理落差很大，他还觉得工勤人员得不到领导的重视，发展空

间很小。小李的朋友也都劝他：“你还年轻，有专科文凭，又学了点技术，应该出去闯一闯。”

小李感到很纠结，对选择这个岗位甚至有点后悔了。

结合案例，你认为小李应该如何调适自己的心态，安心工作？

三、材料分析题（30 分）

从技校毕业生到“中国北车资深专家”“全国劳动模范”，从一名焊工到破解世界性焊接

难题的高技能人才、全国技术能手，作为中国北车长客股份有限公司一名焊接机械手操作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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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元立却演绎了不同寻常的职业传奇。

1988 年，谢元立走进长春客车厂（长客股份公司的前身）焊接车间水箱工段，成为了

一名焊工。当谢元立真正拿起焊枪，焊出第一个合格产品时，他就暗下决心，“既然干上这

一行，就要干出个样儿来”。

工作第二年，谢元立就在全厂技术比赛中获得了“焊接状元”称号。“当时深刻感受到

公司对技术工人的重视和需要，一下子觉得走技能人才的路特别有前景。”谢元立说。

从此，谢元立更是几乎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在钻研技术上。“不能光知道咋干，还得

知道为啥，问题在哪”。凭着这股子钻劲儿，谢元立不但带领水箱班苦练基本功，更在改进

工艺和执行工艺纪律上做起了文章。1999 年，长客进入技术研发和产品研制的新阶段，焊

接机械手开始走进工厂。谢元立被选聘到机械手班担任班长，从手工焊岗位转到凭指令指挥

焊枪的新岗位。

此前，谢元立就听说公司计划引进焊接机械手。他敏锐地意识到机械手是发展的必然趋

势，于是开始收集学习资料，咬牙学习最头疼的英语，他还自费报名参加计算机培训，凭着

一股韧劲，和计算机编程杠上了。

后来，当有机械手厂家的师傅进行故障处理时，谢元立就带上本和笔，师傅说什么就记

什么，不懂就问，有时候记不住，就厚着脸皮多问几遍。为了弄清机械手如何执行编程语言，

谢元立把编程语言每一句和机械手相应的每个动作进行对照研究。

2007 年，谢元立所在车间成立了集程序开发、人员培训、技术创新于一身的“谢元立

创新团队”；2010 年，“谢元立首席操作师工作站”成立；2012 年，“谢元立技能大师工作室”

挂牌，开始以国家级技能研究机构的名义，开展高速动车组转向架机械手焊接技术研究与攻

关。

谢元立渐渐成长起来，他肩上的责任越来越重。“责任大了，做事的标准就得更高。”谢

元立带领机械手班先后开发了数十种架构、近百种部件的焊接程序，仅是城铁车转向架构架

焊接自动焊比例就突破了 70%，工时费一项每年就节约 96 万余元。

如今，谢元立借助高铁发展的东风，主动联合科技人员一起攻关。2013 年，谢元立与

焊接博士段珍珍共同研究的世界首创激光 MAG 电弧复合焊接技术持续获得突破，向着解决焊

接缝性能和质量的世界性难题迈进了一大步。

同时，谢元立所在机械手班从原来的一名焊接技师，发展成为一支拥有 11 名高级技师、

4名技师的亚洲最大、实力最强的机械手团队。谢元立团队除了技师、高级技师，还有 1 名

全国技术能手、两名中国北车“金蓝领”。

此外，谢元立把这些年工作积累总结出来，编写了《焊接机械手智能编程法》等实用性

教材，通过开办职工夜校，培训机械手操作技术，传授工作经验。

问题：

1.请结合材料，阐述画线部分“不能光知道咋干，还得知道为啥，问题在哪”的含义。

（10 分）

2.请归纳材料中谢元立所表现出的优良品质。（10 分）

3.请结合材料，分析谢元立为什么能演绎出不同寻常的职业传奇。（10 分）

四、作文题（40 分）

给定材料

一个人，无论是官是民、是富是贫，都少不了与人打照面、打交道。这就有一个如何待

人的问题。

待人以礼，源远流长。2000 多年前，孔子就提出“不学礼，无以立”，荀子更是提出“礼

者，人道之极也”。到西汉时，戴圣在《礼记》中告诫：“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正因为

如此，我国被称为“礼仪之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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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人以礼，人心所向。生活中，谁也不愿与人相处或相交，是找气受、找罪遭，更不是

要去垒一堵墙、树一个对立面，让自己无路可走，使自己成孤家寡人。

待人以礼，礼在“礼貌”：对人恭敬，高看一眼；礼在“礼让”：得饶人处且饶人，有理

也不亮高声；礼在“礼节”：相敬如宾，彬彬有礼，乃至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

作答要求

仔细阅读材料，结合工作和生活实际，以“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为主题，自选角度，

自拟题目，写一篇字数在 800 字左右的议论文。

2015 年湖北省直属事业单位招录考试

《综合应用能力·B 类》参考答案及解析

一、观点评析题

这两位网友观点的焦点，是工作中是否需要注重人际关系的问题。网友 A 认为工作中自

己的业务能力是首位的，而网友 B认为业务能力不好不要紧，人际关系处理好了才是关键。

这两位网友的观点都有其片面性。在工作中，业务熟练、专注本职是必要的，也是一个

职员的基本职业道德要求。但是，人是在团体（集体）中工作的，不可能脱离其他人而独立

存在，良好的人际关系是团队力量、工作效率的助推器。当然，就工作这个命题来说，业务

精熟是必要条件，人际关系和谐是充分条件，二者是有主次之分的，不能把充分条件当成必

要条件。因此，只是人缘好、会来事儿但专业技能跟不上的，虽然短时间内可能获得一些利

益，但是长此以往容易形成不良工作风气，从而影响整个团队的工作效率，于人于己都不好。

因此，在工作中，我们既要保证自己的业务过关，也要与同事间营造一个良好的人际氛

围，这样才更加有助于我们工作的完善。

二、案例题

案例中的小李出现这样的心态是发现实际工作不如自己预想中的好。其实工作没有好坏

之分，只有是否适合。一方面，这份工作要有能够适合工作的人；另一方面，这个人也要能

够适应自己所做的工作。而且，大多数情况下，都应该是工作的人主动调整自己，去努力适

应一份工作，而不是干等着合适自己的工作从天上掉下来。

对于小李来说，自己首先应该端正认识，每个岗位都有其特点，彼此是不完全相同的，

而自己所做的工作就是工勤岗该做的（如为别的部门同事服务等），既然入了行就要努力适

应工作环境。其次他也应当清楚自己在这个岗位上的优势，工勤岗是需要一定专业技术才能

够报考的，而自己有一定的文凭和技能，符合岗位需求。换句话说，这个岗位，也许换了别

人还不如自己，因此自己要有自信。而且在这个岗位上，自己还可以充分发挥专业优势，改

进或创新技术。另外，对于小李来说，工作中认真做好自己该做的，不用太过关注别人对自

己的看法，要相信时间能够证明一切，只要努力和付出了，总能得到收获。

三、材料分析题

1.这句话的含义是，从事技术性工作的工人不能简单地重复劳动，还要明白原理，要钻

研技术。要能够针对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及时改进技术、工艺，钻研工艺纪律的执行，解决

问题、突破难关。这样才能跟上时代发展，为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创新奠定基础。

2.谢元立的优良品质有：（1）爱岗敬业，钻研技能、勤学苦练。20 年如一日，既然做

了焊接工，就要在这行里干出样子。（2）踏实肯干、勇于创新。成立团队，联合科研人员攻

关焊接难题。（3）无私奉献，回报社会。通过编写教材，开办夜校、培训班，把自己的工作

经验传授给其他技术工人。

3.（1）个人原因：高尚的职业道德让他有了扎实的基本功、不断创新的理念和过硬的

技术；无私奉献的精神让他能够把自己的技术对广大技工倾囊相授。

（2）集体原因：他所带领的团队本身强大的力量令他如虎添翼；他所处的单位“北车”

是一个规模大、技术发展前沿的企业，为他创造了深入学习的机会，同时在这种氛围内，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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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他个人的创新突破意识。

（3）社会原因：国家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为行业间技术的交流融合创造条件，让他能

够与科研人员进行焊接技术的跨界攻关。

四、作文题

有礼何以安，无礼何以危

西汉的著名经学家戴圣在选编《礼记》时特别告诫：“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这句古

训意思简单明确，但意义深远。那么，我们就来说一说，人有了礼，究竟“安”在哪儿，若

无礼，又会“危”在哪儿。

社会是由人组成的，生活在其中，难免会时常与别人打交道。怎样才能更好地处理人与

人之间的关系呢？其实我们的祖先早就教给我们一个最好的方法——“礼”。

行为处事以礼待人，是一种素养，是人际关系和谐的前提和保障。俗话说“礼多人不怪”

“抬手不打笑脸人”。这里的“礼”并不是“礼物”的意思，而是“礼节”“礼貌”的意思。

社会是人的社会，人们的身份不同、性格迥异，在对待事物的看法观点、处理事情的行为方

式上难免彼此不同。我们无法强行要求每个人的性格、观点都一致、统一，但我们可以有一

个公认的表达我们情感的合理途径和方法，也即一个行为上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因认同“礼”

而表现在行为上的“以礼待人”。

“礼”不是虚的，它实实在在存在于我们生活中为人处世的方方面面。讲礼貌，懂礼节，

守规矩。与陌生人交谈时，不冷言冷语；和别人讨论问题时，不争得面红耳赤；与人对话时，

不用尖酸刻薄的字眼，不在言语上无端地主动攻击别人。如果别人礼貌地对待自己，则自己

更应礼貌地回应。人在社会中，谁都不希望和别人相处时顶着牛斗着气，给自己添堵。而且，

谁都希望生活中朋友多一些，“路”好走一些。不是说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为处事就交不到朋

友走不通路，而是如果事事依礼而行，肯定会交到更多的朋友，路也会走得更通更宽，而且

自己也会更加安心。

那么“无礼”的行为会带来怎样的后果？有句俗语叫“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

这里“道理”的“理”也可以换成“礼貌”的“礼”，那么长远的后果相信大家都能意识到

了。短期内呢？若待人处事行为无礼，对方是个有修养的人还好，如果对方也“彼此彼此”，

那么斗气、争吵就在所难免了。严重的还会上升到肢体冲突，甚至因此而结怨结仇。如果说

前者还只是让人的情绪变得不好，后者可是要直接威胁到人身安全了。当然，这只是“无礼

则危”最浅显的解释，但足以说明其严重性。

古训凝结了我国先哲的智慧，是有道理的，不然也不会经过历史长河的淘洗而流传下来。

“礼”是我们中华儿女世代传承的美德，它不仅是一种理念，更是社会生活中一条经久不衰

的实用法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