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题一：神舟十九号载人飞船

——@考研政治徐涛

北京时间 2025 年 4 月 30 日 13 时 08 分，神舟十九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东风着陆场成功

着陆，航天员蔡旭哲、宋令东、王浩泽身体状态良好，神舟十九号载人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

功。

考点 1 创造多项纪录

任务期间，他们进行了 3 次出舱活动和 6次载荷进出舱任务，创造了航天员单次出舱活

动 9 小时时长的世界纪录，蔡旭哲已执行 5次出舱活动，成为出舱次数最多的中国航天员，

宋令东成为我国首名进行出舱活动的“90 后”航天员，王浩泽成为首位进驻空间站的女航

天飞行工程师。

在空间科学与技术试验方面，神舟十九号航天员乘组共参与实施了 88 个项目，覆盖空

间生命科学、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取得了阶段

性成果。特别是国际上首次在轨利用全光阱实现旋量玻色-爱因斯坦凝聚态制备，建成国际

首个空间光晶格量子模拟实验平台，原子温度冷却到了数十 PK，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

此次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 4 次载人飞行任务，是工

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 33 次发射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 543 次飞行。



时政习题

【多选题】

2025 年 4 月 30 日 13 时 08 分，神舟十九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航

天员蔡旭哲、宋令东、王浩泽身体状态良好，神舟十九号载人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本次

载人飞行（ ）

A.创造了航天员单次出舱活动 9 小时时长的世界纪录

B.实现了人类探测器首次月背软着陆

C.建成国际首个空间光晶格量子模拟实验平台

D.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 4次载人飞行任务

答案：ACD

干扰选项：

选项 B，属于“嫦娥四号”探测器的意义。因此，排除。



专题二：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 100 周年

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

——@考研政治徐涛

2025 年 4 月 28 日，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 100 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

彰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考点 1 工人阶级的地位

习近平指出，100 年来的实践充分证明，我国工人阶级不愧是中国共产党最坚实最可靠

的阶级基础，不愧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阶级，不愧是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

不愧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力军。我国工会不愧是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

带，不愧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重要社会支柱，不愧是职工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不论时

代条件和社会群体怎样发展变化，我国工人阶级的地位和作用不容动摇，全心全意依靠工人

阶级的根本方针不容动摇，我国工会的性质和职能不容动摇。

考点 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

习近平强调，100 年来党的工运事业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的最重要成果，就是形成了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这条道路，坚持党对工运事业和工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

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根本方针，坚持服从和服务于党的中心任务，坚持工会组织的政治

性、先进性、群众性，坚持以服务职工群众为生命线，坚持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是党领导

工运事业和工会工作宝贵经验的深刻总结，必须长期坚持。

考点 3 工人运动的时代主题

党的二十大明确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中心任务。这一

中心任务，就是我国工人运动的时代主题。

第一，要聚焦推动高质量发展，动员激励广大职工和劳动群众建功立业、创新创造。

第二，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全面提升劳动者素质。

第三，要深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

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



第四，要着眼推进共同富裕，稳步增进广大职工和劳动群众福祉。

考点 4 推动工会工作高质量发展

百年工会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党和国家对工会组织寄予厚望，职工群众对工会组织

充满期待。各级工会要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推动工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书写我国

工运事业更加壮丽的时代篇章。

一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把广大职工和劳动群众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

二要坚持以职工为中心的工作导向，竭诚服务职工群众、促进职工全面发展。

三要深化工会改革和建设，不断增强引领力、组织力、服务力。



时政习题

【多选题】

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以来的 100 年，是马克思主义工运理论同中国工人运动具体实际相

结合的 100 年，是我国工人阶级和工会组织矢志不渝跟党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团结

奋斗的 100 年。实践充分证明，我国工人阶级（ ）

A.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阶级

B.是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

C.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力军

D.是中国共产党最坚实最可靠的阶级基础

答案：ABCD



专题三：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

——@考研政治徐涛

2025年 4月 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强人工智能发展和监管进行第二十次集体学习。

考点 1 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人工智能领域要占领先机、赢得优势，必须在基础理论、方法、工具等方面取得突破。

要持续加强基础研究，集中力量攻克高端芯片、基础软件等核心技术，构建自主可控、协同

运行的人工智能基础软硬件系统。以人工智能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各领域科技创新突破。

我国数据资源丰富，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广阔，市场空间巨大。要推动人工智能科

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构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体系，助力传统产业改造升

级，开辟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新赛道。统筹推进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深化数据资

源开发利用和开放共享。

人工智能作为新技术新领域，政策支持很重要。要综合运用知识产权、财政税收、政府

采购、设施开放等政策，做好科技金融文章。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

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完善人工智能科研保障、职业支持和人才评价机制，为各类人才

施展才华搭建平台、创造条件。

人工智能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也带来前所未遇的风险挑战。要把握人工智能发展

趋势和规律，加紧制定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构建技术监测、

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

人工智能可以是造福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要广泛开展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帮助全球南

方国家加强技术能力建设，为弥合全球智能鸿沟作出中国贡献。推动各方加强发展战略、治

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和标准规范。



时政习题

【多选题】

2025年 4月 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强人工智能发展和监管进行第二十次集体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工智能作为新技术新领域，政策支持很重要，主要包括（ ）

A.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技术能力建设

B.完善人工智能科研保障、职业支持和人才评价机制

C.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

D.要综合运用知识产权、财政税收、政府采购、设施开放等政策

答案：BCD

干扰选项：

选项 A，属于“人工智能的国际合作”。因此，排除。



专题四：气候和公正转型领导人峰会

——@考研政治徐涛

2025 年 4 月 23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气候和公正转型领导人视频峰会发表致辞。

考点 1 推动全球气候治理和世界一切进步事业行稳致远。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巴黎协定》达成 10 周年，也是联合国成立 80 周年。当前，世界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人类社会走到新的十字路口。尽管个别大国热衷于单边主义、保护主义，

对国际规则和国际秩序造成严重冲击，但历史总会在曲折中前进。只要坚定信心，加强团结

合作，就一定能冲破逆流，推动全球气候治理和世界一切进步事业行稳致远。

一是坚守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秉持法治精神，重信守诺，锚定绿色低碳发展，通过多边治理共同

应对气候危机。

二是深化国际合作。以开放包容超越隔阂冲突，以合作促进技术创新和产业变革，使优

质绿色技术和产品自由流通，让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都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中

国将大力深化南南合作，继续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三是推动公正转型。以人民为中心，协同推进民生福祉改善和气候治理，统筹保护环境、

发展经济、创造就业、消除贫困等多重目标。发达国家有义务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帮助和支持，

助力全球绿色低碳转型，增进各国人民共同和长远福祉。

四是强化务实行动。各方都应该尽最大努力，在统筹经济发展和能源转型基础上制定和

实施国家自主贡献的行动纲领。中国将于联合国气候变化贝伦大会前，宣布覆盖全经济范围、

包括所有温室气体的 2035 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

习近平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点。中国是世界绿色发展的坚

定行动派、重要贡献者，自 5年前我国宣布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以来，中国构建了全球最大、

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建成了全球最大、最完整的新能源产业链，贡献了全球四分之

一的新增绿色面积。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不会放缓，促进

国际合作的努力不会减弱，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不会停歇。中国愿同各方一道，

切实履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各尽所能，团结协作，推动共建清洁、美丽、可持续的世界。



时政习题

【多选题】

今年是《巴黎协定》达成 10 周年，也是联合国成立 80 周年。尽管个别大国热衷于单边

主义、保护主义，对国际规则和国际秩序造成严重冲击，但历史总会在曲折中前进。只要我

们坚定信心，加强团结合作，就一定能冲破逆流，推动全球气候治理和世界一切进步事业行

稳致远，具体做到（ ）

A.坚守多边主义

B.深化国际合作

C.推动公正转型

D.强化务实行动

答案：ABCD



专题五：中央周边工作会议

——@考研政治徐涛

2025 年 4 月 8 日至 9日，中央周边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考点 1 周边的地位

我国幅员辽阔、边界线长，周边是实现发展繁荣的重要基础、维护国家安全的重点、运

筹外交全局的首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要以全球视野审视周边，增强做好周

边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

考点 2 周边外交理念

会议指出，当前我国同周边关系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时期，同时也进入周边格局和世界

变局深度联动的重要阶段。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

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展安全两件大事，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

以建设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为共同愿景，以睦邻、安邻、富邻、亲

诚惠容、命运与共为理念方针，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亚洲价值观为基本遵循，以高

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要平台，以安危与共、求同存异、对话协商的亚洲安全模式为战

略支撑，携手周边国家共创美好未来。

考点 3 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

第一，要与周边国家巩固战略互信，支持地区国家走稳自身发展道路，妥善管控矛盾分

歧；

第二，深化发展融合，构建高水平互联互通网络，加强产业链供应链合作；

第三，共同维护地区稳定，开展安全和执法合作，应对各类风险挑战；

第四，扩大交往交流，便利人员往来。



时政习题

【单选题】

2025 年 4 月 8 日至 9 日，中央周边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周边是实现发展繁荣的重要

基础、维护国家安全的重点、运筹外交全局的首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党的

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提出的周边外交理念有

A.开放

B.包容

C.亲诚惠容

D.求同存异

答案：C

干扰选项：

选项 A和 B，属于“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亚洲价值观”。因此，排除。

选项 D，属于“安危与共、求同存异、对话协商的亚洲安全模式”。因此，排除。



专题六：《关于中美经贸关系若干问题的中方立场》

白皮书

——@考研政治徐涛

2025 年 4 月 9 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关于中美经贸关系若干问题的中方立场》

白皮书，澄清中美经贸关系事实，阐明中方对相关问题的政策立场。

考点 1 白皮书基本概述

白皮书除前言、结束语外共分为六个部分，分别是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中

方认真履行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美方违反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有关义务；中国践行自

由贸易理念，认真遵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损害双边经贸关系发展；中

美可以通过平等对话、互利合作解决经贸分歧。

考点 2 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

白皮书表示，中方始终认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作为发展阶段、经济制

度不同的两个大国，中美双方在经贸合作中出现分歧和摩擦是正常的，关键要尊重彼此核心

利益和重大关切，通过对话协商找到妥善解决问题的办法。贸易战没有赢家，保护主义没有

出路。中美各自取得成功，对彼此都是机遇而非威胁。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按照两国

元首通话指明的方向，本着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原则，通过平等对话磋商解决各

自关切，共同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



时政习题

【单选题】

2025 年 4 月 9 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关于中美经贸关系若干问题的中方立场》

白皮书。白皮书指出，作为发展阶段、经济制度不同的两个大国，中美双方在经贸合作中出

现分歧和摩擦是正常的，贸易战没有赢家，保护主义没有出路。中方始终认为，中美经贸关

系的本质是（ ）

A.零和博弈

B.互利共赢

C.相互尊重

D.和平共处

答案：B

干扰选项：

选项 A，“零和博弈”并不是我国倡导的国际关系理念。因此，排除。

选项 C和 D，属于“中美交往的原则”。因此，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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