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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煌大科 只因为你

安徽大科人才服务中心于 2003 年经安徽省人社厅审核

批准成立,自创办以来先后与安徽省人才､安徽行政学院等高

校建立紧密合作,大科在安徽创造了公职培训从 0 到 1 的突

破,汇聚本土一线优秀教师,开创业内长班培训的先河,培训

学员数以万计,成为安徽专业的公职类考前培训机构｡

经过多年的探究我们拥有强大的信息资源､专家资源和

丰富的考试经验,为各级机构输送了大批优秀人才,并在现

有岗位上发挥重要作用,随着经验的不断沉淀,大科公务员

年年创造笔试面试的骄人业绩｡

今天,面对机构改革､疫情影响,我们将坚持“精细管理､

责任培训”的机构建设理念,针对选拔方向实行分层辅导,让

大科点亮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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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期解析

一､请根据给定资料 1,分析小李获得群众认可和称赞的原因。

(20 分)

要求:(1)准确､全面,有条理;(2)不超过 300 字｡

参考答案:

一是熟悉政策法规｡〔2 分〕通过向有经验的老同事虚心

请教,自学相关法律法规,研究各类案例等提高执法“硬实

力”｡〔3 分〕

二是工作吃苦耐劳｡[2 分〕进街道､进社区做调查,化解

矛盾,一干就是十几个小时｡ 〔3 分〕

三是坚持柔性执法｡〔2 分〕以宣传､劝导为主,执法为辅,

避免矛盾和冲突,注意细节, 关怀摊贩,态度柔和,坚持执法

原则,同时好言劝说,用真情真意换取执法对象的理解与支

持,最终实现自觉尊法守法｡〔3 分〕

四是主动与群众交流｡〔2 分〕创新开展城管执法换位体

验工作,和队员们脱掉执法服装,“扮演”流动商贩,主动和

群众竞流成管执法故事,介绍城管执法的重要性､艰辛和不易,

用实际行动赢得广大群众的理解和支持｡(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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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说明:

共 8个要点,其中概括表述要点每个2分,具体阐释要点每个

3 分｡

要点的含义相符或相近即可给分,每个要点要么给满分,要

么给 0 分｡

给定资料

2.近日,毕节警方在检査一名疑似酒驾人员的时候,驾

驶员以听力不好､听不清楚为由不配合警察执法｡遇当事人抗

法,民警“演绎”了一场“教科书式执法”｡

毕节警方在检查这名疑似酒驾人员时,先用毕节话告诉

当事人:“我是毕节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执法小分队的执

勤民警,现在我们将对你进行酒精测试判定,请你配合我的

工作,是否清楚了?”在民警连问两遍驾驶员是否清楚要配合

进行酒精测试后,驾驶员缓慢地用普通话回应称:“我得想一

想｡”随后另一名民警上前用普通话询问其是不是听不懂毕节

话,驾驶员叉腰称听不懂｡随后,该民警用普通话警告驾驶员

双手垂直放下,放于身体两侧,掌心向前,然后继续让驾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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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酒精测试｡在民警告诉了驾驶员吹气方法问其是否明白

时,驾驶员称:“我再想一想,听力有点问题｡”民警又提高音

量要求其配合进行酒精测试,驾驶员仍无动于衷,并将手合

拢放置身体前方｡民警对其进行了第一次警告,告诫驾驶员,

若警告无效,将对其采取强制措施,并再次要求驾驶员配合

进行酒精测试｡驾驶员迟疑了一会儿说:“我听清楚了,我得想

想你说的是什么｡”在警方对其进行三次警告提醒后,驾驶员

仍不配合进行酒精测试,最后被警方强制带走｡

3.海安“最帅民警”的话题在微博上火了,一段交警硬

气执法的视频在网络上热传,获得网友的点赞,还有网友评

论称:他不就是“李云龙”嘛!

在视频中,海安交警在检查中发现一辆车脱保,要依法

扣留车辆,违法行为人顿时不满,质疑交警,并拿出手机拍摄｡

这时,一位陶姓警官挺身而出,先是解释了相关法律法规,然

后不惧违法行为人的叫嚷威胁,严正告诉对方:“怕你,我这

帽子就不要戴了,我这工作就不要干了｡”

从视频可以看出,交警硬气执法获赞,首先,还是因为这

位交警严格遵循了执法的规范程序,依据相关法律行事｡其次,

与以往一些引发负面舆情的暴力执法现场不同,这位交警的

“硬气”体现在面对威胁不卑不亢､有理有节,而不是滥施暴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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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气执法的“硬气”代表的是执法过程中,在遵循规范

下也应当有“刚性”和“权威性”的一面｡不过“硬气”并非

不尊重执法对象,在此次事件中,交警的硬气中也透露着人

性化｡“因涉嫌车辆脱保,需要对你的车辆进行扣留｡不要以为

你身体不好,就可以为所欲为｡至于你说你是癌症病人,可以

酌情处理｡”交警先是告知车主车辆脱保违法,然后也表示车

主是癌症病人,可以酌情处理｡执法过程中权威性和人性化相

结合,这或许也是海安交警执法获赞的重要原因｡

在以往的舆论中,警察的强硬执法经常会遭受各类质疑,

有时还会因为执法不当而陷入舆论的泥淖之中｡但此次海安

交警硬气执法获赞却表明,警察的硬气执法并不意味着一定

会受到质疑,关键还是在于执法是否规范｡

4.人们面对警察执法都缺乏安全感,一些警察打人的视

频在网上也出现得越来越多｡“警察执法时是否能对其拍照?

是不是触犯法律?”等话题在微博､微信上被广泛流传､热议｡

S 省公安微博发表文章称“奉劝你,遇到警察执法,请不要随

意拍摄,因为法律可以这样制裁你!”引发大量网友拍砖､吐槽

｡P 县公安官微发微博称“勿随意拍摄警察执法,法律不允许”,

但随后在网友们的质疑下将相关微博删除｡

网友@fujh2004 评论说:群众拍摄这种事情是无法阻止

的,公共场所那么多人,你制止一两个人可以,但不可能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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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的眼睛｡与其连蒙带唬地威胁群众不许拍照,不如下功

夫规范警察的执法行为｡

网友©steadylll 评论说:不让公民拍摄,你们自己的执

法记录仪和事发地点的视频监控又经常会坏掉,你们说咋办

吧｡依照立法原则,对公民来说,法无禁止便可行｡你们引用的

法律法规条款,哪条明确规定了无关人员不得拍摄警察执

法?

作答要求

二､请根据给定资料 2~4,谈谈其中的案例对执法人员应对执

法过程中手机录像和网络传播的启示｡(20 分)

要求:(1)内容全面,条理清晰;(2)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3）

不 超过 300 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