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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到省级局、市级局均高度重视网

络宣传管理工作，在机构建设、人

员配备上有了质的飞跃，网络舆情

队伍建设正在加强。然而，面对当

前互联网上的复杂舆情，仅仅依靠

上述力量应对是远远不够的，烟草

行业有必要统筹考虑，通过建立网

络舆情日常监测机制，收集当地主

要新闻网站、重要网络论坛、有影

响力的微博和微信公众号上的涉

烟舆情和敏感信息，建立完善舆情

预警和应对联动防控体系，实现舆

情工作规范化和制度化，明确受

理、转办、督办、反馈等工作流程的

具体要求。同时，深入分析前因后

果，增强应对的预见性和主动性，

提高对网络舆情事件的预判能力。

标本兼治，建立网络舆情引导

机制。一是要切实保持信息的公

开通畅。要在涉烟网络舆情发生

初期掌握舆情所涉内容，分析预测

舆情走势，摸清舆情所涉当事人的

身份、职务、情绪等信息，调查了解

网络舆情直接参与者的情绪变化、

各类媒体反应、地方政府态度、事

件的性质、行业企业职工有无参与

以及可能带来的危害等。要及时

发布信息，用客观、公正、详实的报

道第一时间占领舆论空间。二是

要充分发挥新媒介的宣传效应。

善于利用及时有效的传播手段，主

动以更接地气、公众喜闻乐见的方

式积极回应社会关切，防止各种风

险的积聚而激化社会矛盾，导致行

业形象受损。例如，《东方烟草报》

开设了东方烟草报官方抖音号，将

烟草行业助力脱贫攻坚、维护卷烟

市场秩序、基层员工先进事迹等正

面报道以短视频的方式极速传播

出去。三是要积极推进政务新媒

体建设。以内容建设为根本，不断

强化政务新媒体发布、传播、互动、

引导、办事等功能。要强化建设以

微信公众号、抖音短视频号、微博

官方号为标志的新媒体矩阵，为政

务公开搭建更为广阔的“互联网+”

平台。四是要努力增强队伍的斗

争本领。打造一支意志坚定、作风

过硬、业务精湛的烟草行业网络舆

情管理队伍，担负起新形势下开展

网络舆情工作的职责和使命。本

领强了，才能对负面信息及时质

疑、给予反驳，防止负面信息“一边

倒”，给调查事件和回应工作赢得

时间，积极主动引导网民向着关注

事实、尊重真相的方向发展。

源头着手，建立网络舆情预警

机制。第一时间发现舆情、报告舆

情的机制尤为重要，可以在舆情事

件爆发前争取提前介入的时间，有

步骤、有目标地对网络舆情实施干

预。一是实现常态化运行舆情预

警机制。要加快掌握先进的舆情

监测技术手段，可采取“人工+技

术”多手段舆情监测预警体系，实

现对互联网多层面、多维度、全天

24小时有效覆盖。同时，根据工作

需要对敏感对象、敏感舆区、敏感

领域有选择地重点巡查预警，有效

实现对舆情的监测、搜索、控制、决

策、引导、预防转化和利用，将问题

解决在萌芽阶段，用最短的时间解

决舆情矛盾。二是建立重大事项

风险评估机制和突发事件监测机

制。在发布涉及行业和消费者切

身利益的重大政策前，充分考虑可

能产生舆情的各种可能性，全面搜

集情况，提前部署准备，制定突发

事件舆情应对预案，做好非常态情

况下的舆情预警。三是制定网络

舆情甄别研判工作机制。从海量

的网上信息中甄别有可能引发舆

情事件的信息苗头和线索，对事件

的矛盾性质、产生根源、社会波及

面等进行预判，分析事件所牵涉的

政策背景和社会环境，结合现有实

际情况对舆情未来走势进行判断，

重点掌握舆情首发源头、主要扩散

渠道、“两微”等自媒体传播情况、

主流媒体和网民倾向性观点等，增

强舆情预警的及时性和可靠性，提

出应对事件的措施和建议。

多措并举，建立网络舆情应急

联动机制。做好网络舆情应对工

作需要协调多方力量和资源，积极

探索和建立舆情管理工作应急联

动机制，形成应对舆情事件的合

力，掌握舆论主动权。要强化横向

协作和上下联动，积极与当地主要

网站和主流媒体建立合作关系，加

强与政府宣传部门、网管部门、公

安机关等相关职能部门的联系，出

现突发性重大网络舆情要及时向

当地政府和上级机关报告，争取工

作支持，做好共同配合、统一口径、

统筹协调、互联互通等各项工作，

实现舆情事件的高效协调共治，从

而提高舆情应对响应的时效性，及

时消除负面影响，减轻危害。

网络舆情并非洪水猛兽，如果

处理得当，将对今后工作起到积极

的促进作用。我们应当立足行业

发展实际，始终把严格、规范、健康

发展作为行业的生命线，以问题为

导向，积极推进行业改革，及时解

决各类矛盾，为烟草行业营造更好

的舆论环境。H
【作者单位：海南省烟草专卖

局（公司）】

本文责编/黄亮 邮箱/ huang7806g@163.com

决策参考

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