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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1日电 记者1日从
国家公务员局获悉，中央机关及其直属
机构2025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公共科
目笔试1日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的248个城市、101345个考场同时举
行，共298.2万考生考前进行了报名确
认、258.6万人实际参加考试，参考率约
为86.7%，参加考试人数与录用计划数

之比约为65:1，有26.3万名监考、巡考和
考务工作人员提供服务保障。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按照统一部署，
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密切配合，优化考

试服务、防范考试作弊，营造了公平、公
正、安全的考试环境。广大考生认真遵
守考试纪律，诚实参考、文明参考，总体
考试秩序井然、考风考纪良好。

讲家风故事
以名人家风引领文明新风尚

四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
一，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名人巨匠，他们
承载着中华民族的优秀精神品格，闪烁
着巴蜀人民独特的气质风范。

据介绍，近年来，四川省不断深入
挖掘、提炼打磨这些历史文化名人的家
风故事，持续弘扬他们优秀的家风、家
训、家规的故事。此次活动选取了诸葛
亮、李调元、杨升庵、“三苏”父子等兼具故
事性和典型性的历史文化名人家庭及家
族代表，通过生动解读与文艺演绎相结
合的形式，让现场观众近距离感受四川历
史文化名人的优良家教家风魅力。

诸葛亮家风故事分享，展现了诸葛
亮为国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奉献
精神以及“静以修身，俭以养德”的传统
美德，讲述了他“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
静无以致远”的优良家风给后人带来的
影响；情景剧《对话李调元》，展现了李
调元彰善杜恶、救患恤贫、谦恭处世、修
德行善的家门风范；杨升庵家风故事分
享，将其在优良家风润泽下，为官清廉、
刚正不阿、宁折不弯的故事娓娓道来，
让在场观众充分感受到家风的力量，深
受教育与鼓舞；“三苏”家风故事分享，
展现了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清廉
正直、循理无私的精神品格以及不惧辛
劳、不辱使命、不忘家国、不要自傲的家
风家训，为观众们解锁了“三苏”家族人
才辈出、瓜瓞绵绵的密码。

树时代新风
好家风涵养社会好风气
在现场，精彩的家风故事文艺节目

表演将大讲堂现场的气氛推向高潮。
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四川清音

的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任平与成都曲艺
团携手带来四川清音《中华家风》表演，
以有情有调的传统唱腔、有滋有味的鼓
板伴唱，还原出原汁原味的四川清音之
美，展现中华民族五千年家风家训代代
相传的佳话。

随后，舞蹈《邂逅蜀相》、舞蹈《升
庵》、歌舞《家风百代》等节目从不同角

度、以不同形式展现了优良家风的传承
与弘扬。最后，本次大讲堂活动在《家
风中国》舞蹈表演中落下帷幕。

据介绍，近年来，四川充分挖掘名
人家风故事，厚植道德沃土根基，通过
选树先进典型，大力推动文明家庭建
设，打造“红色家风故事会”“名人家风
大讲堂”“先进典型家风谈”等主题品牌
活动，全力助力优良家风传承。接下
来，四川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深入挖
掘四川历史名人家风资源，让耕读传
家、崇德治家、廉洁齐家、勤俭持家等优
良家风代代传承。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陈静

生动解读与文艺演绎相结合

2024年四川省历史文化名人家风大讲堂开讲

2025年度“国考”举行 258.6万人实际参加考试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刘恪生）11月
29日晚，四川省第四届乡村文化振兴
魅力竞演省级决赛暨颁奖晚会，在自贡
荣县体育中心举行。当晚，来自全省基
层乡镇和街道的10支代表队同台竞
技，角逐本届大赛的最高荣誉——金蜀
稻奖一、二、三等奖。最终，甘孜州九龙
县子耳彝族乡的竞演节目《传承——玛
达咪》获得一等奖。

据了解，本次大赛以“四川‘乡’当
潮”为主题，通过省、市、县、乡、村五级
联动，邀请村民、新农人、村镇代表，通
过精彩的舞台表演推介美丽家乡，全
景展示四川乡村文化的多样魅力。通
过专业评委和21位来自21市州的大众
评委评分，最终，甘孜州九龙县子耳彝
族乡《传承——玛达咪》获得一等奖，
绵阳市涪城区吴家镇《吴家吾家》、广
安华蓥市永兴镇《雄山听潮》、自贡市
富顺县富世街道《盐帮盛宴》获得二等
奖，达州万源市大竹镇《钱棍敲响幸福
来》、雅安市石棉县蟹螺藏族乡《蟹螺
情缘》、宜宾市叙州区龙池乡《远处青
山稻花香》、巴中市平昌县土兴镇《山
村唱响幸福歌》、广元市苍溪县白桥镇
《鱼米欢歌》、成都市青白江区城厢镇
《厢遇》获得三等奖。

大赛现场，还为线上竞演的魅力村
镇、乡土文化能人和乡村代言人奖三个
类别奖项进行了颁奖。据悉，本届大赛
自今年4月启动以来，截至10月底，全
省累计有8810个镇、村、街道，2142名
文化能人、2281名乡村代言人参与线
上竞演。大赛累计上线参赛作品及稿
件21237件，点击量超过7亿人次，获赞
数超过800万次。

12月1日上午11点，2025年国考行
政职业能力测验落下帷幕。今年考试
题型有何变化？考试难度怎样？华西
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第一时间采访
了部分考生以及华图教育轮值CEO李
曼卿。

考生反映题目难、题量大
“政治理论”成为新增独立模块

“今年题量太大了，题目也难，做不
完，根本做不完。”考生张明（化名）表
示，今年常识题太多，20道政治理论试
题加15道常识试题，题量太大。试题难
度也有所增加，很多题需要多加思考，
导致时间不够用最后答不完。

和张明感受类似的考生还有很
多。记者搜索社交网站发现，不少考生
吐槽“时间不够用”“居然要考政治理论
模块”“35道常识，创造了新的公考行测
体系，等于运气体系”。总体来看，考生
普遍反映，本次国考行测科目题目难、

变化大、题量多。
“今年行测整体题型、题量发生了

较大变化。”李曼卿解释，造成这种感
受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往年“政治理
论”属于常识判断题型中的一部分，而
今年作为独立的新增模块，设置了20
道题目。

记者了解到，政治理论主要测查报
考者学习理解掌握党的创新理论及党
和国家方针政策的情况，内容范围更为
广泛，考查更侧重于政治素养基础知
识。拥有一定政治素养的考生答题还
是比较顺利的。“未来政治理论的考查
也将成为行测考试的重点模块。”李曼
卿表示。

“资料分析题型难度较往年略大。”
李曼卿说，资料分析题量没有变化，考
查的侧重点偏于理解力，题目较难读
懂，需要仔细分析题干才能读懂材料，
且有部分题目计算量较大，计算需要较
长时间。要想短时间内拿到高分，考生

需要心态稳、做题快、能力强。
在言语理解题型方面，今年考查

基本稳定，言语部分仍然是以片段阅
读、语句表达、逻辑填空、篇章阅读为基
础。“但题量相比去年减少10题，共考
查30题，其中选词类考查15题，仍然
占据言语题目的一半江山。”李曼卿
表示。

国考连续7年“扩招”
西部边远地区报考率达到99.5%

通过梳理近年来国家公务员考试
招录情况，记者发现，国考招录规模逐
步攀升，连续7年“扩招”。今年招录
39721人，比去年增加160人。2025年
招录继续充实和稳定基层力量，将2.75
万个计划补充到县（区）级及以下直属
机构。

值得关注的是，从职位报名情况来
看，今年竞争最激烈的岗位来自中华职
业教育社，仅招录一人，目前已有16702

人报名，竞争比高达16702:1，是名副其
实的“万里挑一”。

据了解，该职位是中华职业教育社
联络部一级主任科员及以下职位，具体
策划、协调实施外事活动；负责制定单
位年度外事工作规划；随出国（境）团组
出访，接待国（境）外来访机构，担任英
文翻译；完成日常对外联络工作等。整
体招录要求设置比较宽泛，能容纳多类
专业本科以上群体，而且户籍不限制，
全国考生都有报名资格。

从报名的地区来看，2025国考报名
人气最高的地区是北京和广东，均在
25万人以上。竞争最激烈的地区在西
藏，竞争比接近150:1。业内专家表
示，2025年国考招录有效引导了人才
向基层输送，说明招录坚持向基层倾
斜、重点服务高校应届毕业生的政策

“指挥棒”效能明显，西部边远地区的
报考率达到99.5%。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赵奕杨芮雯

2025国考行测笔试结束

考生：题难量大，根本做不完

11月29日，在位于成都市新都区的天府家风馆内，一个个四川历史文化名人家风故事轮番
上演，一场由四川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主办，以“德耀巴蜀 好风传家”为主题的2024年四川省
历史文化名人家风大讲堂在这里开讲，传递向上向善的社会正能量。

精彩的家风故事表演将大讲堂现场的气氛推向高潮。活动主办方供图

四川“乡”当潮
四川省第四届乡村文化振兴
魅力竞演省级决赛落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