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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的出现，让人人手中都有了“麦克风”，
有了一种全新的诉求渠道，越来越多的人，在遇
到困难时想到的是“微博求助”，而网友的广泛
关注、热心转发，往往会引起爱心接力，形成网
络热点，推动事件得到圆满解决。报纸、电视、广
播等传统传媒，在进行救助式报道时，如果利用
微博得当，可以取得更加理想的效果。以下分三
个部分论述：

关注微博，拓展救助报道的线索
微博提供了个体向无限广泛的社会群体进

行“喊话”和广播的手段，它的低门槛决定了每
个人都可以在微博上自由公开地表达自己的正
常诉求，发表自己的意见。个人诉求一旦推向公
众视野，进而变成公共话题。微博的出现不仅打
破了既有的传播格局，作为一种诉求渠道，它更
加改变了人们解决困难的处理方式， 在救助信
息的发布、 事件的解决速度和效率等方面具有
传统媒体无法比拟的优势， 传统媒体通过与微
博互动，可以取得更好的报道效果。

2012 年 9 月 9 日下午，家住甘肃皋兰县的
11 岁男孩彭雪嘉不慎被蛇咬伤， 出现昏迷症
状，兰州各大医院没有抗毒血清。从外地调运血
清，成为挽救生命的当务之急。

兰州晨报记者在微博上得知这一情况后，
进行了跟踪报道，并进行了转发，引起更多网友
的关注。 一条普通的救助微博，被记者关注后，
成为一条新闻线索。通过微博的不断转发、媒体
的跟进报道， 让普通的救助事件成为了一个新
闻事件，在网上网下的爱心接力下，抗毒血清在
上海找到，并顺利送达兰州，挽救了彭雪嘉的生
命。

利用微博，丰富救助报道的内容
“挽救彭雪嘉”的爱心接力中，微博是一只

重要的力量，也成为媒体关注的一个重点。甘肃
交通广播电台就专门开辟《微博生命线》特别节
目， 对微博爱心接力的过程， 进行了全景式展
示。 爱心人士对寻找、运送抗毒血清的进展，在
微博上进行了更新，引发众多评论，而这些微博
信息，为新闻报道提供线索的同时，也提供了内
容。

登陆中国各大知名微博网站， 救助困难群
体的行为每天都在上演。 一些知识分子和公众
人物，利用微博推行公益。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
发展研究所的于建嵘教授专门注册了救助乞讨
儿童的公益微博，号召微博网友随时拍下身边的乞讨儿童，发送
到微博上，以方便救助。 这一“随手拍”的微博事件，引发传统媒
体争相报道，扩大了活动的影响力。

媒体在进行救助式报道过程中，需要了解事情的进展，而微
博的实时更新，提供了一个新的窗口。 微博的开放性，注重信息
真假难辩，但那些加“V”的用户，因为通过认证，所发布的信息真
实性就较高，特别是那些文体名星、专家学者，聚集了大量粉丝，
成为微博上的“意见领袖”，他们对救助事件的看法，往往又成为
了报道的内容。

借助微博，放大救助报道的效果
2011年 6 月，湘潭县农民刘春红因意外头部受重创，手术取

出两块头盖骨，准备冷藏再植，但苦于筹集不到医疗费用，手术
迟迟没有开展。 湘潭电视台新闻频道《乡村视线》接到家属救助
电话后，进行了报道，但效果不明显，只收到很少的爱心捐款。

看到刘家人无助的现状，记者想到了传播新势力———微博，
发出了第一个求助微博。 为让善款募集的过程更有公信力，记者
邀请湘潭市第二公证处进行全程公证，设立了专门爱心帐户。 电
视媒体与公证机构的联手，让事件更加真实可信，引起微博达人
的争相转发，梁咏琪、李冰冰、杨幂等人的爱心接力，让转发量迅
速达到 8 万多次，短短的几天，爱心从全国各地汇集，筹得善款
15万元，其中一个香港爱心人士就捐了 6万元。

这次募捐之所以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是电视媒体与微博
良性互动的成功。 电视媒体的报道及公证机关的参与，保证了事
件的真实性，微博强大的扩散辐射能力，突破了电视报道的地域
局限性，放大了报道的影响，让救助报道有了完美效果。

微博用户之间的关注行为，像一颗石子掉入湖面，泛起阵阵
涟漪，从点及面快速传递，信息在层层转发的过程中，以裂变的
方式急速传播。 而多种传播形态的互相融合，可以使救助微博从
一条网上的小信息，演变成社会关注的大事件，把传统媒体的公
信力传导到网络，引起网上网下的共同关注，促使救助得到圆满
解决。

作为自媒体的主要特征， 微博信息多具有自我表达的个性
化特征， 微博中垃圾信息泛滥使有价值的信息很容易被淹没在
纷繁复杂的信息海洋中。 大量的虚假求助信息充斥其中，让人难
辨真伪。 处于起步阶段的微博救助，目前尚无法律规范，虚假求
助很难避免。 电视、广播、报纸等传统媒体，在关注微博线索、引
用微博发言中，一定要注意甑别，确保新闻的真实性，维护媒体
的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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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当今互联网络技术快速发展，网民数量急剧增加，
网络信息不断拓展，网络舆情逐渐成为一股重要的力量，在
影响公众视听、 引导社会意识形态及政府公共事务决策方
面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如何加强网络舆论引导，掌握网上
舆论的主导权，加大正面宣传力度，把网络建设成高效快捷
的交流平台、先进文化的传播阵地、开放和谐的精神家园，
对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十分重
要的现实意义。

一、当前网络舆论发展的趋势
1.网络颠覆成为意识形态新课题。 自从互联网进入大

众化、全球化时代，网络“无疆界”、“零距离”、“即时性”的特
性便被有意识地用于进行国家间的政治文化渗透。 2011年
4 月 7 日，摩尔多瓦大选后发生了“颜色革命”，美国微型博
客社交网站（Twitter）为此次“革命”提供了一个“小而强大”
的平台。 2011 年 6 月 17 日，广州增城群体事件，事件初期
香港某社交网站刊发信息， 人为制造地域观念和群体利益
冲突，导致广东、福建等地四川人集聚广州增城，引发事态
升级扩大。目前，社交网站中QQ群已经超过 6500万个，即
时通信用户人数 4.45 亿，网民使用率 82.8%，开心网的注册
用户数达到 8000 万个，人人网（原校内网）注册用户已超 2
亿个。 长沙作为省会城市，经济发展和开发建设的速度快、
流动人口多，社会群体构成复杂，利益诉求多元，一些特殊
利益群体和少数别有用心之徒围绕长沙的重大突发事件、
重大政治问题，通过网上散布谣言、混淆是非、歪曲事实、煽
动情绪来制造动荡事件的可能性日益增大。

2、网络问政成为网络舆论新趋向。当前，互联网发展迅
猛，截止今年 6 月，我国网民已达 5.38 亿，互联网普及率攀
升至 39.9%。 网民的关注焦点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一般社会
事件， 问责监督官员已逐步成为网络舆论新动向， 公权力
大、公益性强、公众关注度高的“三公部门”成为网络关注焦
点。 网络环境将整个官员群体包括廉洁度与诚信度等在内
的政治道德以及执政能力、 执政水平置于社会的放大镜下
俯视，即使一点瑕疵也会被瞬间放大，进而成为全社会的焦
点，网络问政力度呈现日渐加大的趋势。如中石化百万酒单
事件、 统计局公布居民每月住房支出为 111 元和个税起征
点事件等。

3、微博政治成为网络舆论新中心。微博以其即时发布、
快速传播、名人聚集、实名认证以及集发布、转发、关注、评
论、收藏、搜索、私信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优势，成为网民收
发信息的首选载体之一。 截止今年 6 月， 国内微博用户数
2.74亿，网民使用率为 50.9%，每周上网时长由 2011 年下半
年 18.7小时增至 19.9小时。微博话题也从日常琐事转向社
会事件，也成为负面曝料和舆情发酵的重要场所。 如 2011
年 4月 22日“株洲横石村村民汪家正不满暴力强拆惨烈自
焚”事件。同时，各地各级党政机构和官员纷纷开通微博，借
助这一平台发布信息、倾听民声、与民众互动。目前，已开通
并认证的政务微博超过 45000个，公安微博数量最多。据统
计，2012 年上半年， 政务微博的开博数量整体上以月平均
3500 家的速度增长，相当于每天都有 100 多家新“官博”诞
生。 一种可观的微博政治业已形成。

二、当前网络舆论引导工作存在的问题
1、大局意识不强。面对突发事件，相关部门之间往往只

考虑本部门利益，没有全局观，相互之间缺乏有效的衔接，
信息渠道不够畅通， 未能形成工作合力。 一旦突发事件发
生，在舆论引导上或“乱作一团”，或“一盘散沙”，接待媒体
采访，无所适从，缺乏经验，在媒体面前要么“失语”，要么
“失控”，人为地增强了媒体和公众的“好奇心”。

2、责任意识不强。 一些部门习惯于用老办法处理新问
题，当突发事件发生后，不掌握基层舆情，或对基层舆情麻
痹大意，消极对待。首先想到的是“捂”，缺乏应有的责任，导
致“小洞不补，大洞吃苦”，丧失了处置的最佳时机。 随着负
面影响的扩大，主流声音却没有形成强势，使一些简单问题
复杂化， 造成小道消息充斥网络， 给纠正视听带来很多麻
烦。

3、沟通意识不强。 面对网络舆论，一些部门心态摆不
正，片面地认为媒体报道是“挑刺”和“捣乱”，与媒体缺少应
有的沟通，没有在第一时间快速、准确、透明地发布相关信
息，占领网络舆论高地。 甚至由于态度生硬，产生了不必要
的对立情绪，人为扩大了突发事件的负面影响。

4、主体意识不强。突发事件发生后，一些部门缺少主人
翁思想，不是第一时间主动介入，而是千方百计逃避责任，
相互推诿，丧失工作的主动权，当媒体介入时，又一味躲避
或拒绝采访，堵塞了记者获知真实信息的正常渠道，导致不
良信息满天飞，影响了舆论导向，造成工作的被动应付。
5、敏感意识不强。 部分职能部门面对来自网民的各种声

音，缺乏应有的警惕，对已传播得沸沸扬扬的舆情不分析、

不思考，找不出舆论实质。甚至对一些敏感度较高的政策领
域，如征地拆迁、公共安全、民生问题等，没有有效的应对之
策，任由不良舆情泛滥，严重影响了党委、政府在人民群众
中的形象。

三、网络舆论引导工作的几点思考
1、重视舆论“首因效应”。 首因效应，也称为第一印象

作用，或先入为主效应，是指个体对社会认知过程中，通过
“第一印象”最先输入的信息对客体以后的认知产生的影响
作用。 因此，破解“首因效应”要坚持三个原则。 一是速度原
则。 要迅速做出反应，果断进行处理，尽最大可能控制事态
的恶化和蔓延，把损失降到最低程度，在最短时间内挽回组
织形象。二是真诚沟通原则。真诚沟通意味着诚实、诚恳，一
般来说，负面信息的出现不是“空穴来风”，如果网民揭露的
问题属实，决不可“护犊情深”，一味地逃避或随意回应会招
致更大的危机。三是全面原则。政府部门拥有着大量最具有
配置性的公共资源，也包括信息资源，而公众则处于信息金
字塔的最底层， 由于信息量的不足， 会对事件产生过度预
期、引发质疑，此时政府部门应担负起解释责任，以其信息
资源的权威性和全面性阻止负面信息的扩散。

2、阻止舆论“滚雪球效应”。当前，经由媒体传播的信息
在网络上不断重复传播的过程中， 信息舆论力度及规模将
会越来越大，出现舆论“滚雪球效应”。因此，阻止舆论“滚雪
球效应”要坚持多层次多渠道的回应。 一是当事人回应。 即
当事人以自己的真实身份上网， 陈述对网络舆情的说明和
意见。二是官方正式回应。即涉舆部门根据对事件的调查了
解，以新闻发布的形式正式回应网络舆论。三是以网民的身
份在网上披露。有些事件当事人无法出面回应，官方回应又
显得太过于郑重其事，因此就应该选择以普通网民的身份，
在网上传播信息。无论采用何种方式回应，首要条件是确保
信息的真实性，一旦网民发现回应的内容有不实之处，回应
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3、发挥舆论“互动效应”。 网络舆论监督和传统媒体监
督可以互补互动。传统媒体受议题设置、版面和时间段等因
素影响，不可能全面关注社会热点、焦点和突发事件等，网
络舆论凭借传播优势,占据了传统媒体之外的广阔空间。 根
据传统媒介与互联网的不同特质， 传统媒体和互联网可通
过“打时间差”、“打空间差”方式来实现媒介互动与制衡，产
生舆论“互动效应”。因此，发挥舆论“互动效应”要抓好两个
要点。一是传统媒体发声。利用传统媒体官方权威性占据舆
论引导制高点，发挥传统媒体及时、公开、透明等传播效率
争取舆论主动权。“通稿”和“新闻发布会”是最常见的发声
方式，应对较为初级的负面信息，一般采用通稿形式；若负
面信息已发展成舆情热点，则应从文化理性出发，通过召开
“新闻发布会”，持续化和规模化的发布信息促成问题解决、
化解危机。二是利用草根舆论场。“网上意见领袖”是大众传
播中的评论员、传达者，是组织传播中的闸门、滤网，是人际
沟通中的“小广播”和“大喇叭”。要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在
舆情事件中及时传递正面信息，澄清不实谣言，引导网民理
性思考，帮助舆论回归良性轨道。

4、化解舆论“破窗效应”。 根据美国斯坦福大学心理学
家詹巴斗的“破窗效应”理论，如果有人打坏了一幢建筑物
的窗户玻璃，而这扇窗户又得不到及时的维修，别人就可能
受到某些示范性的纵容去打烂更多的窗户。久而久之，这些
破窗户就给人造成一种无序的感觉。最后，在这种具有强烈
暗示性的氛围中，攻击性的行为就会逐渐滋生，甚至成为一
种值得炫耀的行为。 在网络事件发生后，如果能及时处置、
及时回应，就可能平衡负面的声音，化解危机，防止成为舆
论热点；如果 24小时内当事人、当事组织没有反应，就可能
导致舆论的扩散，引发更多的关注，持续积聚的跟帖、评论
越过“临界规模”，形成主流网络舆论观点，此时再想回应，
正面声音往往会被负面声音压制、淹没，出现难以收场的局
面。 因此，化解舆论“破窗效应”要突出两个要点。 一是回应
舆论责任属地化。 当地宣传公安部门是发现舆情的第一责
任人，当事人和当事单位是回应舆情的第一责任人。网络事
件发生后， 所在地区的宣传主管部门和公安部门是政府主
管部门的第一责任人，要通过技术和人力等手段的结合，确
保第一时间发现网上相关舆情； 在发现涉及本地的网络舆
情后，尽快启动应对机制，包括联系舆论关注的相关单位和
个人，通报网上舆情信息，了解事件真实情况，搜集整理舆
论应对材料；当事单位和当事人是舆论应对的第一责任人，
在得知网上舆情信息时， 必须根据网络舆论反映的情况在

“黄金 4小时”内作出回应。二是建立舆论引导问责机制。各
级政府和部门必须将网上舆情应对作为工作的重要内容，
明确网络新闻发言人负责网络舆论回应和应对。 对因应对
不及时而产生负面影响和严重后果的， 要追究有关当事人
的责任。

新时期网络舆论引导工作的思考
长沙县委宣传部 孙理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