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届高考历史精创预测卷 全国乙卷 
学校：___________姓名：___________班级：___________考号：___________ 

 
一、单选题 
1.有学者在论述宗法制的含义时指出,“宗”代表了中国古代的氏族传统,“法”代表了周代的现实

的政治取向。据此可知,该学者旨在强调宗法制(   ) 

A.起源于中国原始社会晚期 B.具有浓厚的血缘政治色彩 

C.提高周代基层治理的能力 D.消除西周诸侯割据的隐患 

2.汉代《盐铁论•散不足》中写道:“一杯椿(漆器做的杯子)用百人之力,一屏风就万人之功。”各织

室、服官、工官为博得皇上和贵族大臣们的喜好,不惜工本,不恤民力,争奇斗胜。材料意在强调(   ) 

A.官营手工业的弊端 B.封建专制体制没落 C.社会矛盾逐步恶化 D.手工业技艺水平高 

3.下图是唐玄宗时期的丞相韩休墓中的壁画,画中左边乐舞由手执筝、箜篌、笙和拍板的四名女性

乐伎和一名女舞伎组成,这组乐舞与传统汉族乐舞清乐相近;右边乐舞中男子们手执排箫、曲项琵琶

、箜篌、箪篥和小铜钹,该乐舞与流行于盛唐的胡部乐相近。画中部分男子胡人相貌明显。 

这幅画体现了(   ) 

 
A.市民娱乐休闲生活的情趣 B.胡汉民众的生活差异 

C.文人画之意境与情感寄托 D.开放繁荣的时代风貌 

4.明代后期，嘉湖地区的农民种植多样的经济作物，如棉花、甘蔗、桑树等，农闲时节去作坊做点

散工，发展多种形式的经营方式，以便承担政府强制性的高额赋税、徭役。据此可知(   ) 

A.经济发展利于产业结构优化 B.民众重农抑商的观念逐渐淡化 

C.政府政策影响农业经营方式 D.经济发展推动资本主义萌芽产生 

5.陈启沅在经营纱绸杂货的过程中,“至南洋,遍游各埠,考求汽机之学”。他发现南洋市场的外国丝

绸质量比家乡的丝绸好的原因是用机器缫丝,于是产生了“特仿西人之法,变通制造缫丝之器”的想

法。上述材料说明了民族工业产生受(   ) 

A.洋务民用企业的诱导 B.实业救国思潮的推动 

C.外国资本主义的刺激 D.政府经济政策的影响 

6.孙中山曾明确指出:“如果不想方法来恢复民族主义,中国将来不但是要亡国,或者要亡种。所以我

们要救中国,便先要想一个完善的方法,来恢复民族主义。”据此可知,孙中山的民族主义(   ) 

A.体现鲜明的时代精神 B.以反帝为斗争核心 



C.旨在完成中华民族统一 D.解放了人们的思想 

7.1938年3-

4月间,国民党第三战区陶广军陶柳师渡过钱塘江,在江北转战半载。1939年1月,该师回到杭嘉湖地区

,活跃在桐乡、崇德一带,5月猛攻桐乡,6月奇袭乌镇。这反映出(   ) 

A.抗战相持阶段日方吃紧 B.国民党采用敌后游击战 

C.敌后战场上升为主战场 D.中共游击战术受到肯定 

8.20世纪80年代初中央出台文件规定家庭专业户、个体经营户，雇工不能超过8个，超过8个就是对

工人的剥削，就要限制。1987年中央发布了文件，去掉对雇工数量的限制，提出“允许存在，加强

管理，兴利抑弊，逐步引导”。这一变化反映了(   ) 

A.私营经济的发展受限 B.国家鼓励发展市场经济 

C.经济发展理念的进步 D.国有企业改革不断深化 

9.公元前2世纪,古罗马颁布《爱布兹法》,规定赋予裁判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创新诉讼的权力。例如

当时通过收养关系恶意逃避债务的现象时有发生。因此裁判官赋予债权人继续追讨债务的诉权。

裁判官的这一权力(   ) 

A.维护了罗马贵族的利益 B.有利于罗马万民法的形成 

C.促进了罗马的对外扩张 D.导致了罗马司法权的滥用 

10.光荣革命后,英国议会于1689年通过了《信仰自由法》,允许人们信奉国教之外的其他基督教派,

但不得支持詹姆士二世(光荣革命中被推翻的英国国王)子孙对王位的“觊觎”。该法案表明英国(   

) 

A.实行君主立宪 B.排斥君主制度 C.议会控制民众 D.干涉宗教信仰 

11.1825年,英国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企业与银行出现严重倒闭风潮。议会授权政府向市场注入流

动资金,对遇困难但前景尚好的企业,垫付总计约300万英镑的债务,要求受助企业恢复生产能力后再

偿还。这反映出(   ) 

A.英国工业革命已经完成 B.政府对经济的行政干预 

C.市场交易原则得到遵循 D.英国民主制度走向完善 

12.1958年,英国作家彼得•乔治的小说《奇爱博士》出版,小说中美国空军将领昆腾将军怀疑苏联正

在通过各种方式“荼毒”美国人民,秘密下令对苏联进行毁灭性的核打击,而美苏两国领导人只有两

个小时来化解这次危机,否则就会迎来世界末日。下列对该小说理解正确的是(   ) 

A.揭示大国强权政治造成的危害 B.表明美苏冷战扩大到文化领域 

C.体现现实主义文学的批判精神 D.表达出对现代文明的深刻反思 

二、论述题 
13.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 国际体系的历史分期(1840—2008年) 

时间节点 资本主义的性质 权力的组织形式 资本/货币汇兑 



1840 年 竞争性/工业 霸权/民族国家 受限/金银复本位制 

1870 年 竞争性/金融 帝国/权力较量 自由/金本位制 

1914 年 竞争性/金融 国际对抗/民族国家 债务/货币无序 

1945 年 嵌入式/工业 霸权/多边组织/民族国家/全球政治组织 受限/固定汇率 

1979 年 嵌入式/金融 单边主义 自由/浮动汇率 

2008 年 多极化 多边制度/全球治理？ 竞争/协调管理？ 

——摘编自[法]雅克•米斯特拉尔《货币的战争与和平》 

根据上表所列内容,请以任意相邻的两个或三个时间节点作为一个历史分期,概括出该时期国际体系(

或国际关系)的基本特征,并结合所学知识予以阐释。 

三、材料题 
14.阅读材料,回答下列问题。 

材料一 

商鞅提出,百人农、一人居者王,十人农、一人居者强,半农半居者危。一山泽,颛(专)山泽之利,管

山林之饶;重关市之赋,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推行严格的粮食政策价格,使商无得籴,农无

得粜;将私营工商业者编入专门的户籍——

“市籍”,并征收赋税。商鞅的抑商精神被后世继承并有发展。抑制中小商人的“贱商令”,各朝

代一脉相承,反复颁行。汉高祖“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明朝仍规定“农民可以穿绸纱,商贾之家

只许穿绢布,商贾及技艺之人,家用不许用银质器皿”,唐太宗规定“市井子孙,不居官吏,国家制令

宪章,三代商贾之人,亦不居官位”。《史记•平准书》载“贾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属,皆无得籍名田,

以便农。敢犯令,没入田僮”。 

——摘编自闻黎琴《重农抑商之抑商分析》等 

材料二 

面对西方列强的不断入侵,“重商主义”的传入,薛福成认为“欧洲立国以商务为本,富国强兵,全

藉于商”,1896年陈炽在《续富国策》的自序写道:“英国国势之盛,人民之富,商力之雄,天下无与

为比。识者推原事始,归功于《富国策》一书。彼仅商务一端,而四海方行,遂成此亘古未有之盛事

。”19世纪末20世纪初,清政府颁布系列文件,奖励实业,鼓励商业发展。国民纷纷投身实践,创办

企业,倡导和西方进行“商战”来抵御西方列强的侵略,社会出现一种“重商”思潮,涌现出兴办企

业高潮。 

——摘编自侯媛《晚清“重农抑商”传统思想嬗变的原因解析》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古代中国的经济政策并说明其影响。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晚清社会对商业的态度变化并简析其原因。 

15.[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 

材料 

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的形成和吐蕃连年东渐的危机,使唐王朝急需建立一支强大可靠的中央武装



。神策军本是陇右节度使所属的一支边防军队。安史之乱期间,神策军随鱼朝恩入长安护卫代宗,

从此成为禁军。经过财政改革后的唐王朝给予神策军优厚的待遇,并采取收编和招募等方式扩大神

策军的编制,发展神策军的武装力量。神策军迅速壮大,德宗时已增至十五万人,进入全盛时期。神

策军的建立和发展,使唐王朝掌握了一支可靠的中央武装。神策军虽然在兵力配置上尚不足以与藩

镇总体相抗衡,但是相对于藩镇个体而言则又处于绝对优势的地位,这正是藩镇不能取代唐中央政

府的重要原因之一。之后,宦官控制了神策军及其他禁军,同时也控制了长安城及整个关中地区,这

造成宦官集团长期专权的局面,对唐后期的政治和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 

——摘编自漆侠主编《中国改革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代神策军发展的历史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唐朝建立神策军发展的影响。 

16.【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阅读材料,回答下列问题。 

材料 

1969年就职的尼克松总统虽继续推行越南战争,但他也使美国的遏制政策更具灵活性,并寻求在冷

战中实现全面缓和的政策。按照尼克松和基辛格的政策,美国把西方的技术、贸易和对苏联的投资

与苏联在国际事务中的合作挂起钩来。尼克松和基辛格的政策来源于对全球局势的重新评估。美

国打开对华关系的大门增加了苏联的压力,迫使其寻求缓和。美国和苏联都认为进行削减军备的谈

判符合自己的利益。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如今重新恢复。1975年共有35个国家——

16个北约成员国、7个华约成员国和12个两大联盟之外的国家——

在赫尔辛基参加为期两年的欧洲和平与安全会议。他们承诺要努力争取和平,开展经济和文化合作

、保护人权。赫尔辛基协议并不是一个正式的条约,但它承认了二战后确定的欧洲各国间的边界。 

——摘编自[美]R.R.帕尔默《现代世界史——1870年起》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20世纪70年代美苏关系缓和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美苏关系缓和的意义。 

17.[中外历史人物评说] 

材料 

左宗棠,湖南湘阴人,号湘上农人。光绪初年,中国发生了大旱灾。为应对严峻局面,左宗棠在西北

大兴凿井之风。他给陕西巡抚谭钟麟写信,要他对农民“于赈粮之外,议加给银钱,每井一眼,给银

一两,或钱一千数百文”。后来,他又写信给帮办甘肃、新疆军务的刘典,“督各守令劝谕有力之家

,一律捐资开井。计富者出资,贫者出力”。左宗棠采取多种方式如疏浚河道,修渠凿井,整饬池塘,

特别是在新疆地区,因地制宜,大力修建坎儿井等,仅吐鲁番一地就修建坎儿井达185处。 

左宗棠在西北所进行的水利建设,使西北地区的农业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避

免了因自然灾害而产生大的社会动荡,为以后新疆的收复及设立行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摘编自侯起中、王水卿《左宗棠与西北水利建设》 

(1)根据材料,概括左宗棠在西北地区进行水利建设的主要举措。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左宗棠在西北地区进行水利建设的影响。 

 



参考答案 
1.答案：B 

解析：根据材料“‘宗’代表了中国古代的氏族传统”并结合所学知识可知“宗”意味着血缘关

系，“法”代表了周代的现实的政治取向，故该学者旨在强调宗法制具有浓厚的血缘政治色彩，

故B项正确。“起源于中国原始社会晚期”仅归纳了部分材料主旨，故A项错误。提高周代基层治

理的能力与材料主旨不符，故C项错误。宗法制消除西周诸侯割据的隐患不符合史实,故D项错误。 

2.答案：A 

解析：根据材料“一杯棬（漆器做的杯子）用百人之力，一屏风就万人之功”“各织室、服官、

工官……不惜工本,不恤民力，争奇斗胜”可知，官营手工业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弊端比

较严重，故选A项；材料时间是汉代，封建专制体制并未没落，B项说法错误，排除；材料没有提

到社会矛盾的恶化，排除C项；手工业技艺水平高并非材料主旨，故排除D项。 

3.答案：D 

解析：韩休主要活动于盛唐时期，由材料可知其墓葬壁画中，有汉族风格的乐舞，也有胡人风格

的乐舞，这体现了唐代开放繁荣的时代风貌，故选D项。该壁画反映的是官僚贵族的生活，而非市

民阶层的生活，故排除A项。壁画反映的并不是胡汉民众生活的场景，故排除B项。材料中的壁画

不属于文人画，故排除C项。 

4.答案：C 

解析：材料没有突显产业结构的变化，故A选项排除；明清时期固守重农抑商政策，故B选项排除

；由材料可知，明代嘉湖地区赋税尤为严重，为了承担政府的高额赋税、福役，嘉湖地区的农民

积极发展多种形式的经营方式，这说明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的赋税政策关系紧密，因此C选项正确；

材料信息与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没有直接关系，故D选项排除。 

5.答案：C 

解析：据“至南洋，遍游各埠，考求汽机之学”“特仿西人之法，变通制造缫丝之器”可知材料

未涉及本国民用企业的诱导，故排除A项；实业救国思潮产生于甲午战败后，材料中并未体现，故

B项错误;由材料“特仿西人之法，变通制造缫丝之器”可知民族工业产生受外国资本主义的刺激，

故C项正确；材料中并未体现政府的经济政策，故D项错误。 

6.答案：A 

解析：本题考查孙中山的民族主义。选择A：从材料中可以看出，孙中山提出民族主义是为了救亡

图存，这是当时中国人民的革命任务，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精神。排除B：材料没有体现孙中山的民

族主义以反帝为斗争核心。排除C：材料中没有关于要完成中华民族统一的目标。排除D：材料并

未涉及民族主义产生的影响。 

7.答案：B 

解析：根据材料“国民党第三战区陶广军陶柳师渡过钱塘江，在江北转战半载”“该师回到杭嘉

湖地区，活跃在桐乡、崇德一带，5月猛攻桐乡，6月奇袭乌镇”可知，此阶段国民党也较为重视



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故选B项；材料无法说明抗战相持阶段日方吃紧，且1938年3—

4月间尚处于抗战防御阶段，排除A项；材料中只是提到国民党采用敌后游击战，未涉及敌后战场

的变化，排除C项；材料中没有提到中共游击战术的内容，无法判断国民党对中共游击战术的态度

，故排除D项。 

8.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经济体制改革。选择C：据题意可知，20世纪80年代末国家去掉对家庭专业户、个

体经营户雇工数量的限制，说明对私营经济的限制放宽，这是经济体制改革的表现说明经济发展

理念发生变化。排除A：这一变化有利于私营经济发展。排除B：国家是鼓励发展私营经济，还没

有提倡发展市场经济。排除D：材料内容和国有企业改革无关。 

9.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罗马法。选择B：根据“规定赋予裁判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创新诉讼的权力”可以

看出，裁判官在处理事务时有一定的自主权，对公民与外邦人间的纠纷的解决能起到很好的作用

，这利于万民法的形成。排除A：材料无法说明维护贵族利益。排除C：材料与促进罗马对外扩张

无直接关系。排除D：这不是司法权的滥用。 

10.答案：A 

解析：材料中英国议会制定法律，不允许民众支持被推翻的英国国王继承王位，说明议会限制王

位继承，故选A项。英国是君主立宪制国家，排除B项。材料中议会对民众的生活做了规定而非控

制，排除C项。议会规定人们可以信奉国教及国教以外的基督教派，并没有干涉宗教信仰，排除D

项。 

11.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工业革命与自由主义经济政策。面对1825年的经济危机，议会授权政府向市场注

入流动资金，对前景尚好的企业垫付债务，企业恢复生产能力后偿还，这尊重了市场交易的原则

，故C项正确；英国工业革命完成于19世纪中期，故A项错误；英国政府秉承自由主义经济理念，

并未采取直接的行政干预手段，故B项错误；英国民主制度的完善是一个渐进过程，材料反映的是

政府应对经济危机的方式，未体现出民主制度的完善，故D项错误。 

12.答案：D 

解析：本题考查近现代世界文学。依据题干可知作者假想美苏冷战将给世界带来毁灭性的核战争

，由此可见作者表达了对核战争导致人类毁灭的担心，蕴藏了深刻的忧患意识，这实际上反映了

作者对现代文明的深刻反思，故选D项；题干并没有揭示大国强权政治造成的危害，而是批判美苏

冷战以及核战争的后果，排除A项；题干并非反映美苏冷战扩大到文化领域，而是借助文学作品批

判、嘲讽美苏冷战，排除B项；结合所学知识可知该小说属于现代主义文学而非现实主义文学，排

除C项。 

13.答案：示例分期：英国世界霸权由辉煌到衰落（1840-1914年） 



阐释：19世纪40年代前后，英国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成为世界工业中心和金融中心。基于其发

达的工业制造力，英国在世界市场竞争中推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金融货币政策方面实行金本

位制，英镑成为主要世界货币。为了倾销商品和掠夺资源，英国对落后地区进行殖民侵路，建立

起庞大的“日不落帝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第二次工业革命使美德崛起，随着新老帝国主义

国家实力对比的变化，帝国主义国家间对世界殖民霸权的争夺日趋激烈，形成了以英德矛盾为主

导的协约国与同盟国两大军事集团激烈对峙的局面，进而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一战使英

倒实力受到削弱，其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逐渐发展。 

示例二 

分期：美国世界霸权由建立到受到冲击（1914-179年） 

阐释：第二次工业革命后美国工业总产值逐渐跃居世界第一；第次世界大战后期，美国参战，通

过向欧洲销售军火和提供贷款而大发战争财，一战后，美国变为债权国，纽约成为世界金融中心

。20世纪20年代，美国经济迅速发展，进入一个短暂的“繁荣时代”；通过华盛顿体系拆散英日

同盟，取得与英国相的地位。 

1929-

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工业总产量下降，社会矛盾尖锐，国际金融和贸易

体系混乱，各国纷纷采取货币贬值和提高关税等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美国通过罗斯福

新政，经济走出低谷。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国先采取中立政策，后颁布《租借法案》，战

争后期主导建立反法西斯联盟。战后美国通过控制联合国，推行“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

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及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关贸总协定等措施，在组织、经济、军事各方

面掌握世界霸权。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欧洲的联合、第三世界国家不结盟运动、日本经济的

发展等因素的冲击，加上美国经济出现“滞胀”现象，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美苏争霸等因素的

影响，美国的霸主地位受到冲击。 

（说明：其他特征如英国获得世界霸权（1810-1870年）、凡尔赛一华盛顿体系形成并瓦解（1914-

1945年）、世界多极化趋势发展（1979-2008年）等，言之有理且表述充分即可得分） 

解析：本题考查世界近现代历史分期。 

分期：从材料中1840年、1870年、1914年、1945年、1979年、2008年六个时间点选取相邻的两个

或者三个作为一个历史分期，结合表格中对应的“资本主义的性质”权力的组织形式"等信息，概

括这一时期国际体系或者国际关系的基本特征。 

联想史实：例如选取1840-

1914年，根据“权力的组织形式”的变化，概括这一时期国际体系的特征为“英国世界霸权由辉

煌到衰落”；从19世纪40年第一次工业革命推动英国成为世界霸主，19世纪末20世纪初第二次丁

业革命、一战等事件削弱了英国实力等史实说明英国由辉煌到衰落的过程。再如选取1914-

1979年，根据材料和所学概括这一时期国你体系的特征为“美国世界霸权由建立到受到冲击”；



从20世纪初期美国经济跃居世界第一、20世纪30年代遇严重经济危机、二战后确立世界霸权、20

世纪六七十年代霸主地位受到冲击等方面史实进行阐述。 

14.答案：(1)政策：重视农业及其发展；运用经济手段和政治手段打击私营商人、抑制私营工商业

。 

影响：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封建地主的政治统治；维护了国家统一；自然经济长期占据主导地位；

社会形成歧视商人的风气；人为地割裂了农业与商业的联系，不利于社会的健康发展；抑制了资

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发展，不利于中国社会的转型与进步。 

(2)变化：由歧视商人、商业到鼓励商业发展。 

原因： 

外因：西方列强侵略加深，中国被卷入世界市场；“重商主义”的影响。 

内因：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成为列强的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晚清政府出于挽救

统治的需要，放宽对民间办厂的限制；近代中国经济结构发生变动，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

生；近代先进知识分子探索救国道路的实践与反思。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古代和近代中国的经济政策。(1)第一小问，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可知，这

是重农抑商政策，但要指明政府抑制的不是整个商业，而是私营商业。第二小问，首先一分为二

地评价其影响。结合所学知识，可以从政治、经济、思想、社会、中国与世界潮流的关系等方面

来进行概括。(2)第一小问，根据材料“重农抑商”及薛福成、陈炽和清政府鼓励实业等内容得出

答案。首先抓住时间“1896年”和“19世纪末20世纪初”，紧扣近代中国的时代背景，根据第一

问变化从外因(政治、思想等)和内因(政治、政府、经济、思想等)两个方面进行思考，从而得出答

案。 

15.答案：(1)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边防危机,中央集权遭到严重削弱;唐朝中央政府力量的逐步恢复

和增强;财政改革后神策军待遇优厚。 

(2)增强了中央政府的军事力量;强化了对藩镇的政治和军事威慑;延续了唐朝的统治;后来成为宦官

专权的重要助力。 

解析：第(1)问,根据材料“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的形成和吐蕃连年东渐的危机”“经过财政改革后的

唐王朝给予神策军优厚的待遇……扩大神策军的编制”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 

第(2)问,根据材料“唐王朝掌握了一支可靠的中央武装”“相对于藩镇个体而言则又处于绝对优势的地

位,这正是藩镇不能取代唐中央政府的重要原因之一”“造成宦官集团长期专权的局面”等并结合所学

知识概括即可。 

16.答案：(1)原因:美国陷入越南战争泥潭,国内反战情绪高涨;美国经济陷入“滞胀”,增长乏力;欧共体

实力增强和日本崛起带来挑战;苏联军备竞赛开支巨大,经济结构不合理,经济压力大;中美关系的改

善增加了苏联的压力;苏联农业和轻工业长期落后,人民生活水平长期较低,人民不满情绪日益增长;

削减军备、缓和关系符合双方利益。 

(2)意义:有利于世界局势的缓和;解决了部分二战遗留问题;客观上推动了世界多极化趋势。 



解析：(1)美苏关系缓和的原因可以分别从美国、苏联,双方共同要求以及当时的整体环境等方面来

分析。美国方面可以从经济、政治以及美苏争霸的压力的角度来分析;苏联方面主要从经济压力以

及中美关系的改善的角度来分析。 

(2)美苏关系缓和的意义,可从有利于世界局势的缓和,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和多极化趋势的发展,解

决了部分二战的遗留问题等方面作答。 

17.答案：(1)大兴凿井之风;由官府采取各种措施调动农民兴修水利的积极性;疏浚河道,整饬池塘等

。 

(2)减轻了旱灾对农民的危害;促进了西北地区社会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稳定了社会秩序,有利于国家

统一和民族团结。 

解析：第(1)问,根据材料信息“大兴凿井之风”“给陕西巡抚谭钟麟写信”“写信给帮办甘肃、新疆军

务的刘典”“疏浚河道”“整饬池塘”等概括即可。 

第(2)问,根据材料信息“使西北地区的农业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为以后新疆的收复及设立行省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等并结合所学知识进行分析即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