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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网络舆论引导力的探索实践 

骆慧琳 

（诸暨中学） 

浙江省诸暨作为“枫桥经验”的发源地，在继承和吸取“枫桥经验”精华的基础上，把网络作为践行群众路线的新渠道、

新平台，探索出了一条具有区域特色的自媒体时代县域网络舆论引导的新路径。 

一、区域网络舆论引导现状 

1．自媒体去中心化传播，成为舆论引导的首要难题。近年来，以微信领衔的社交媒体地位日益凸显，网站、论坛甚至是微

博等活跃度都呈现显著下降趋势。“圈子”类传播是整个 2014年的主题，其去中心化、隐蔽性传播特征，使得传统网站、论坛、

微博等开放式监测管理手段已无法适应新媒体的发展。在这个传播领地内，监管真空、引领薄弱，网络正能量传递、核心价值

观弘扬函待加强。通过对诸暨本地论坛和“政民 e线”官方微博、微信的问卷调查显示：53.1%的调查对象将每天浏览微信公众

平台、朋友圈、微博作为获取信息的首选手段，68.7％的受访对象表示会通过微信朋友圈、微信群分享交流信息。浏览门户网

站、新闻客户端获取信息的为 30.6%，而通过阅读报纸、收听收看广播电视等传统方式获取新闻的仅占 9.3％。 

2．全媒体平台壁垒消融，成为舆论掌控的重要挑战。随着互联网普及，4G移动网络接入率的提高，一场以移动终端为载体

的媒体革命正席卷而来。官媒、自媒体、民间舆论场之间的平台壁垒逐渐消失，传统广播电视和党报类媒体的引领作用被削弱。

以诸暨为例，在这个 107 万常住人口的县级市，有 3 万活跃粉丝的微博已经具有一个电视频道的传播影响力；有 1 万关注的微

信公众平台，就已经相当于一份专业类报纸的受众面。众多有影响力的微博、微信和大 V，直接影响着广大受众的价值取向，左

右着社会舆论的发展走向。 

3．新媒体数据辅助决策，成为社会治理的创新方向。新媒体时代的到来，给政府了解倾听民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

通过微博、微信等网络互动工具，政府能够及时获知民众所需所盼，并在政策制订过程中吸收民众的创造性智慧，这种基于网

络“民意数据”的有效挖掘，会让政府的每一项决策更科学、更合理，也更能在实施过程中得到公众理解、社会认同、群众支

持。诸暨市结合社会治理“一张网”工程．在枫桥镇着手试点“一张网”微信平台数据采集工作，通过对社会治安、安全生产、

环境污染等 25个子项的信息采集，以往分散在各条线上的突出多发矛盾、急需解决的重点难点问题在微信采集平台上以图表形

式直观展示，并且镇、村、自然村三级网格都能在平台上得到相关信息的实时反馈，督查进展情况、了解实际困难，为政府决

策提供科学、量化的数据基础。 

二、提升网络引导力的探索与实践 

1．打通舆论“大动脉”。坚持把互联网作为信息发布的主渠道，建立三级信息发布体系，完善事前发布、预警发布、动态

发布“三个发布”机制，畅通民意反映渠道，实施网络发言人制度，目前 3.0版的“政民 e线―网络问政和民生服务互动平台”，
已涵盖微博、微信等新媒体，成为“24小时不下班的网上政府”，有效联通了政府和群众的“朋友圈”。2015年以来，共发布服

务信息近 19万条，实现互动 200 万人次。 

2．唱响发展“主旋律”。坚持把紧贴中心、服务大局作为舆论引导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创新实施“一重大一专评’，工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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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专业部门、归口单位、主要镇街联合成立专评组，对市委、市政府重大决策部署做出权威解读。譬如，在诸暨大唐袜业“腾

笼换鸟”专项行动初期，网络上出现了不同声音。为此，由 11个单位组成的网评专项组，多波次发布主题帖 828个、跟帖评论

8863 条、阅读转发 130 万条次，为树好“以治理促转型”新旗帜推波助澜、鸣锣开道，迅速赢得了广大群众的理解和支持，有

效推动了大唐袜业凤凰涅槃、脱胎换骨，走出了供给侧小镇经济新模式。 

3．当好民意“聚合器”。坚持“民意走在决策前”，对党委、政府的重大决策敞开“网路”．实施重大民生实事网上征集、

重大事项网上听证、重大决策网民参与，“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对群众的呼声和诉求，实施“3小时网上回应，48

小时限时办理”工作机制，同步实施记者追踪、督查通报，做到不推让、不拖拉、不糊弄、不跟网友“躲猫猫”，确保网民的诉

求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 

4．壮大舆论“主力军”。以“一个也不能丢”的理念，壮大“诸暨发布”、“诸暨日报爱诸暨”等官方微信平台，引导镇街、

部门建立微信公众号，同步培育规范立场坚定、方向正确的红色网络平台。目前，全市有 3万粉丝以上的微信公众号 11家。同

时，通过建立属地大 V 数据库，常态化开展三级网军实战演练，出台新媒体管理暂行办法，签订新媒体自律公约，打造一支招

之即来、来之能战、战则必胜的强大网军队伍。 

三、加强和改进网络舆论引导力的思考 

1．系统化预警。要创新运用“枫桥经验”，注重见微知著、未雨绸缪，推动网信工作关口前移，对各类不稳定信息先期预

测、先期研判、先期介入。按照分类采集、分析预警、分流处置的要求，依托网站、版主和信息员，建成舆情采集分析系统、

舆情导控平台，打造统一高效的网络安全预警体系。 

2．立体式引导。要统筹理论和舆论、网上和网下，对重要时间节点、重要舆情苗头、重大舆情事件进行全方位引导，切实

形成上下联动、协调顺畅的舆论导控格局，全力挤压负面信息的传播空间，坚决防止“舆论围剿”、唱衰发展，努力求取与网民

群众的“最大公约数”。 

3．法治化管理。要强化“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注重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加大网络空间治理力度，做到网络延伸

到哪里，法治就覆盖到哪里。要整合公安、网信等力量，建立多部门联动的约谈、警告、惩处机制，依法打击有害信息、网络

谣言，特别是对“网上松土”、“网上掘根”、“网上吹风”等行为采取“零容忍”,重拳出击、铁腕亮剑，以法治的“铁扫帚”扫

除乌烟瘴气、刷新网络空间。 

4.生态化涵养。清朗的网络生态，就是要让正能量“抢沙发”、把负能量“顶下去”。要加强载体设计和平台建设，更加注

重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加注重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更加注重最美精神弘扬，进一步澄清网络文化水源，培厚网络精

神土层，切实打造网络舆论的“绿水青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