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国考昨日举行 最热岗位“万里挑一”

大学生创业 玉兔月球车进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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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房
位于淞江芳园东区，四楼，三室两厅，毛坯房，

四季中央空调，地下温泉热水。急售，中介勿扰。
联系电话：17639512926

汾河上的院子，11 层（共 18 层），118.65 平
方米，总价41万元，可转按揭。

联系电话：13663958782
售房

黄山路漯河实验小学旁，四
楼，两室一厅，价格面议。

电话：15639566369
房屋出租

有着“中华第一考”之称的国家公务
员考试 11 月 27 日上午在全国 31 个省 （区
市）47个城市的900多个考点同步进行。

最热岗位“万里挑一”

今年国考，共有120多个中央机关及其
直属机构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单位计划
招录2.7万余人，计划招录人数与2016年持
平。从报名的情况来看，根据国家公务员
局的通报，本次国考报名，共有148.63万人
通过了用人单位的资格审查，较去年的
139.46 万 人 增 加 了 9.17 万 ， 同 比 增 加
6.58%。从招录比来看，在报考的考生中，
平均55人竞争1个岗位。

报考人数增加，加大了国考竞争的激
烈程度，2017 年国考出现了一个职位，竞
争之激烈，远超以往的“最热职位”，堪称

“万里挑一”。
这个最热职位是民盟中央办公厅接待

处主任科员及以下，计划招录一人，据了
解，这个职位达到了“万里挑一”的标

准。从招录条件来看，这个职位要求相对
宽泛，要求本科学历以外，其余几乎没有
要求，唯一会“难倒”大部分考生的条
件：要求两年基层工作经验，却没成为考
生报考它的“拦路虎”。

192个职位无人问津

有职位热得发烫，也依旧有无人问津
的。有597个职位竞争比在3:1以下，有192
个职位无人通过审核，据了解无人通过审核
人数最多的部门为气象部门，这些职位对专
业性要求较高，还大多在西部偏远边区。

国家公务员局考录司副司长彭忠宝介
绍，对于冷热不均的状况，国家公务员管
理部门正酝酿出台改革措施，增强中央国
家机关招录资格设置的科学性，防止出现
个别岗位过热的情况。

被称为“史上最严国考”

《公务员考试录用违纪违规行为处理

办法》自今年10月1日起施行，规定报考者
如果有串通作弊或者参与有组织作弊等特
别严重的违纪违规行为，将永远不允许进
入公务员队伍。这意味着，组织国考作弊
的要入刑，参与作弊的还将永不录用。因
此，今年的考试被称为“史上最严国考”。

考题贴近时事热点

11月27日上午考试结束，记者采访了
几位考生，他们都表示，考题难度并不
大，没有出现偏题、怪题。但出现了阅读
一篇文章、回答 5 道题目的“阅读理解”，
这跟往年做过的真题当中都是若干道“小
题”的题型有点不同。而今年的考题贴近
时事热点，尤其是常识题当中有不少涉及
科技前沿，比如说长征二号火箭的并轨，
玉兔月球车的驱动等，这种专业型的题目
让不少考生都措手不及。另外，“双创”也
是此次考试的重要内容，一道大题聚焦大
学生创业，问到青年创业的困难、青年农
民的创业之路等。 晚综

我国首次出台产权保护顶层设计

将对公民的权益保护释放哪些新信号？
11月27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善

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发布。
这是我国首次以中央名义出台产权保护的顶
层设计。意见明确提出：研究住宅建设用地
等土地使用权到期后续期的法律安排、细化
规范征收征用法定权限和程序、赋予农民更
多财产权利等。

意见的发布，将对公民的土地与房屋
权益保护释放哪些新信号？记者采访了权
威专家进行深入解读。

住宅土地使用权到期了怎么办？
关键点：研究续期法律安排

【文件精神】研究住宅建设用地等土地
使用权到期后续期的法律安排，推动形成全
社会对公民财产长久受保护的良好和稳定预
期。

【专家解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常鹏
翱认为，意见尊重并回应了民意，传递了一
个重要信号：既然研究的是续期的法律安
排，并强调形成受保护的良好和稳定预期，
那么就意味着，对于个人住宅土地使用权到
期后政府会收回的担心是不必要的。

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
主任杨立新说，目前，关于住宅用地使用年
限续期的法律依据主要是物权法第一百四十
九条规定，“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间届满
的，自动续期”。目前的法律条文由于缺乏细
则，如何“自动续期”存在不确定性。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
林认为，意见提出财产权利保护问题，实质
是承认并尊重房产已经成为城镇居民重要财
产权的现实。对于土地使用权到期后的处
理，要拿出妥善的办法。意见尽管没有出台
具体的内容，但特别重要的是，指明了要向
有利于财产保护的方向进行制度设计。

如何遏制征地与拆迁导致的矛盾？
关键点：不将公共利益扩大化

【文件精神】 完善土地、房屋等财产
征收征用法律制度，合理界定征收征用适
用的公共利益范围，不将公共利益扩大
化，细化规范征收征用法定权限和程序。
遵循及时合理补偿原则，完善国家补偿制

度，进一步明确补偿的范围、形式和标
准，给予被征收征用者公平合理补偿。

【专家解读】 宪法规定，国家为了公
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
和公民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
补偿。迟福林等专家表示，随着各地城镇
化进程加快，土地矛盾日益凸显。目前，
个别地方政府打着公共利益的旗号，占用
和征收土地，只付出低价进行补偿，转手
进行房地产开发。最终，政府和开发商攫
取高额利益，而部分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
没有得到保障，引发一系列群体性事件、
刑事案件等尖锐矛盾，并造成失地农民等
长远社会问题。

记者采访发现，为遏制上述乱象，国土
部近年来每年多次挂牌督办地方政府的违法
征地问题，并问责有关负责人。迟福林认
为，意见的一个重点，就是要科学界定公共
利益的范畴，防止将公共利益随意扩大化。
接下来，有关部门应该根据这个精神进行科
学研究，确定好公共利益的边界。

农民宅基地权益如何保障？
关键点：落实用益物权

【文件精神】 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

革，坚持土地公有制性质不改变、耕地红
线不突破、粮食生产能力不减弱、农民利
益不受损的底线，从实际出发，因地制
宜，落实承包地、宅基地、集体经营性建
设用地的用益物权，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
利，增加农民财产收益。

【专家解读】“这项涉及数亿农民切身利
益的规定要求，是对正在实施的宅基地制度
改革的衔接与明确。”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
授刘俊海等专家说，过去，农民对农房宅基
地只拥有使用权，造成抵押贷款受阻，农民
进城后宅基地使用权退出不畅，带来一系列
问题导致农民财产权利难以实现。

“过去，宅基地制度注重保障农民住有所
居的社会保障权利。而在当前城镇化背景
下，大量农民进城，不少地区宅基地社会保
障权利弱化，财产权利性质日益突出。”中国
社科院法学研究所民法室主任孙宪忠说，在
这种情况下，需要在发挥宅基地的社会保障
作用的基础上，有序赋予宅基地的财产性权
利。

刘俊海等专家认为，意见回应了农村“三
块地”的改革，提出落实宅基地的用益物权，
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增加农民财产收益，
能够使宅基地等原来的“死资产”在一定范围
内流动，最后变成“活资源”。 据新华社

10月份全国共4578人
违反八项规定受处理

中纪委

记者11月25日从国家卫生计生委了解到，
国家卫计委印发 《食品安全标准与监测评估

“十三五”规划 （2016-2020 年）》，提出在
“十三五”期间进一步完善食品安全标准与监
测评估工作体系，制定、修订300项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

规划提出，将进一步推进食品安全标准建
设。根据标准分类重点建设7个食品安全风险
评估与标准研制核心实验室；加强标准宣传、
培训和跟踪评价，提升标准服务，县级以上卫
生计生行政部门食品安全标准的咨询等服务能
力得到明显提升。

在食品安全风险监测方面，规划提出，将
进一步提升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能力。风险监测
覆盖所有县级行政区域并延伸到乡镇农村；
省、地市、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达到相应监
测能力建设标准要求。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贫
困地区监测队伍得到充实，监测能力显著提
升。 据新华社

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11 月 27 日消息，
2016年10月，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问题 3320 起，处理 4578 人，给予党政纪处分
3226人。从查处的问题类型看，违规发放津补
贴或福利最突出，达到839起；其次是违规收
送礼品礼金和违规配备使用公务用车，分别是
659起、547起。

截至10月31日，2016年以来全国查处违反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31911 起，处理 45266
人，给予党政纪处分33527人。 晚综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汤涛近日
说，人社部正在研究“回头看”工作方案，对
这两年取消职业资格许可认定事项的落实情况
进行“回头看”。

汤涛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
行吹风会上说，职业资格许可认定事项取消不
光是一个数字上、字面上的一个取消，而应是
实质上的取消。根据前六批取消的情况，将在
加强培训、加强宣传和加强督查三方面采取措
施。

国务院近日召开第 155 次常务会议，会议
决定取消第七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会
议决定，在2014年以来已分六批取消319项职
业资格的基础上，再取消临时导游、餐厅服务
员、保洁员等114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

据新华社

将制定修订300项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卫计委

将对取消职业资格许可
落实情况进行“回头看”

人社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