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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法治观念的增强不仅反映了40年来中国法治发展的巨大进步，也为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提供了
更深层次的思想支撑。同时也应看到，在法治观念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突出问题。一是

发展不够平衡。由于我国城乡、区域之间物质生活条件、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别，人们的法治

观念水平也高低不等，不同社会成员运用法律的实际能力、遵守法律的实际情况存在巨大差

异。比如，在参与网络表达、开展网络监督、使用网络服务等方面，不同群体之间存在深浅不

一的“数字鸿沟”。二是体现不够充分。一些群众不能理性看待权利、义务和责任之间的关系，
当遇到利益冲突时，过分强调自己的主张，责任意识淡薄，甚至做出某些突破法律底线的行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既存在机遇也面临挑战，同样要破解发展不

平衡不充分的难题，这就需要深入培育适应新时代需要的法治观念，提高广大民众尊重遵守规

则、依法行使权利、理性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

推进全面深化改革，让人们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走上共享发展成果和

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正确道路，先后使7亿多人摆脱贫困，正在向更高水平的全面小康迈进。
但是，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较大，部分群众生活还比较困难。要坚持

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思路，让全体人民更加公平地共享改革和法治建设的成果。在全面

深化改革中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充分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让人

人都有通过辛勤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进而加强全体人民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权利的

平等保障，促进全民法治观念不断增强。

加强社会治理创新，拓展公民参与空间。随着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飞速发展，社会治理

智慧化程度不断提高。目前，不少城市在智慧环境、智慧交通、智慧政务、智慧医疗等领域开

展社会治理创新。这带来的不仅是便捷、高效、精准的服务，也给公民参与治理提供了更多空

间。应在此基础上，建立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机制，提高基层治理中的公民参与程

度，让人们在更切实、更充分、更有效的法治参与中学习法律知识，树立法律意识。

开展全民法治教育，形成良好文化氛围。树立法治观念离不开直接、充分、有效的法治教育。

截至2018年9月，我国共建立法治教育基地3．2万多个，96．5%以上的中小学配备了法制副校
长或者法制辅导员。在中小学教材中融入人身权利、受教育权利、经济权利等内容，发布《青

少年法治教育大纲》，培育青少年人权和法治观念。应进一步完善法治宣传教育措施，着力使

每个人都形成内在自觉的、浓厚的法律意识，成为法律规则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和坚定

捍卫者，在全社会形成尊崇法治的良好文化氛围，让广大人民群众成为法治中国建设的受益者

和贡献者。

（摘编自马长山《人民群众是法治建设的受益者和贡献者》，《人民日报》）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40年来，人民的法治观念增强了，这为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提供了更深层次的思想支撑。
B. 法治观念发展过程中，存在发展不够均衡、体现不够充分等问题，法治中国建设面临挑战。
C. 让人们共享改革和法治建设成果，将有助于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权利的平等保障。
D. 社会治理智慧化程度越高，基层治理中的公民参与程度越高，公民的法律意识就会越强。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文章第一段在指出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在社会主义新时代，应深入培育适应新时代需要的
法治观念的论点。

B. 文章二至四段从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加强社会治理创新、开展全民法治教育的角度论述了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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