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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6 年内蒙古舆情综述 

2016 年，内蒙古自治区发生了多起热点事件和突发事件，对相关涉事部门

和主体都产生了较大影响，其中，“乌兰察布‘宝马撞保安’”“呼和浩特 5 名城

管与商户发生冲突被拘” “启辰幼儿园幼师殴打孩子”“大唐多伦煤化工‘污水

处理’” “通辽枪击致人死亡案件” “赤峰林西县公职夫妻殴打母亲”“赤峰

12.3 矿难”“冯志明一审获刑 18 年”“内蒙古两名市委书记同日被查” “正蓝

旗扎格斯台苏木洪图淖尔候鸟死亡”“呼伦贝尔至赤峰客车撞货车事故”等一系

列热点舆情事件成为引爆舆论场的热门话题，不仅引发内蒙古舆论的关注，部分

引起全国性反响，甚至海外媒体的高度关注。 

为了使相关部门更好地掌握 2016 年内蒙古舆情概况，新华社中国经济信息

社内蒙古中心从 2016 年共 37 期《内蒙古舆情》中遴选出 100 起网络舆情事件，

以此为样本，从舆情关涉的话题、时间、地域、涉事主体、舆情传播特征和应对

等维度进行分析，总结得出 2016 年度内蒙古舆情的传播规律和应对技巧，以期

给予相关部门借鉴，从而进一步提高舆情应对能力。 

通过对影响力较大的 100 起网络舆情事件进行案例和理论分析，发现环保教

育与食品安全、安全事故、违法事件、行政执法、涉警等领域负面舆情事件发生

频次较为密集。 

从舆情的传播特征看，微博、微信、贴吧等社交网络的活跃性越来越突出，

不但成为内蒙古舆情热点事件“始发点”，而且在传播中扮演者“主推手”的角

色，在舆论场中的话语权可见一斑。 

从舆情热度地域来看，呼和浩特、赤峰、锡林郭勒盟是舆情的中重度地区，

从舆情热度时间变化分析， 5-8 月舆情热度保持较高水平。 

总体来看，面对突发事件，涉事主体的应对能力有较大提升，但删帖、拒绝

采访的消极应对现象仍然存在，舆情应对能力有待机进一步提升。 

同时，我们也看到，2016 年，内蒙古正面声音传播有力，特别是内蒙古获

批进入第二批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行列和内蒙古第十次党代会等重大事

件，在媒体的话题设置和引导下，正面声音全面营造积极舆论氛围，话题整体传

播效果良好。 



二、2016 年内蒙古舆情关涉话题分析 

新华社中国经济信息社内蒙古中心对 2016 年影响力较大的 100 起舆情事件

进行案例和理论分析，发现环保教育与食品安全、安全事故、家庭和校园暴力、

违法事件、行政执法、涉警等领域负面舆情频发，其中环保、教育和食品安全等

民生问题、反腐问责和安全事故类舆情更是舆论关注的焦点。 

 

（一）环保、教育和食品安全类舆情关注度最高 

梳理 2016 年内蒙古舆情，环保类舆情热度指数较高，如“大唐多伦煤化工

‘污水处理’”等事件引发舆论热议。在人们高度关心生存环境安全性的大形势

下，关涉环保的大小话题，如“内蒙古处罚 29次未除北方药业异味”“腾格里‘英

雄会’垃圾被埋进沙漠 上百名环卫工人清理”“内蒙古核查含汞危废倾倒河南事

件：污企罚 2万，涉事人被通报”“内蒙古一生态保护局怠于履职 遭检方提起行

政公益诉讼”“包头沿黄湿地‘渔家乐’污染环境”“呼和浩特市一家村附近惊现

刺鼻废弃物”等事件，都一定程度上引起了传播。 

教育类舆情聚焦学生、教育、学校三类主体的舆情事件贯穿全年。其中，在

涉及“包头 5岁男童在幼儿园被烫伤 获赔 8.5万元”“包头小天鹅幼儿园老师殴

2016年内蒙古热点舆情事件关涉话题占比

https://www.baidu.com/link?url=Wiwxrq44kVMRrwfABNLV54WOpEx0FUx4PJwOzOGWSnZI-TRvBlaSTaw6PcuXhx801722hZwQIaPrXg-927Qcg_&wd=&eqid=82ee81680005e886000000045874e7e4


打孩子”“启辰幼儿园幼师殴打幼儿”“包头一幼儿园发生教师体罚幼儿事件”“华

夏未来国际幼儿园男教师猥亵幼童”中，涉事教师在舆论场中成为备受抨击的群

体。 

食品安全类主题舆情中，“呼和浩特市街边烤冷面的原料‘冷面片’疑为加

入化工原料‘硼砂’”“包头青山区‘16 号面筋’引发食客不良反应”等事件成

为引爆舆论场的导火索。 

 

此外，“呼和浩特地铁建设进展引发当地居民强烈关注”“呼和浩特武川县

旧改项目民心工程变闹心工程”“内蒙古大商城项目搁浅 中国铁建深陷烂尾纷争”

等内蒙古城市建设和工程类舆情，“两岁男童感冒就医后死亡 家属质疑就诊的卫

生服务站”“四子王旗医院：新生儿离奇死亡 院方称死因‘不好说’”“呼和浩特

市民营医院医疗乱象频发”等医疗卫生类舆情、“征地补偿血案，舆论为何矛头

转变怪政府”“新巴尔虎左旗牧民草场矛盾引发纠纷”等征地补偿类舆情、“内蒙

古假种子案”“内蒙古兴和县千余亩葵花成熟季节腐烂 种子质量遭质疑”“赤峰

西红柿滞销 上千万斤恐将烂在地里”等三农舆情和“内蒙古密集出台去库存政

策”的政策类舆情也备受人们关注。 

（二）政府官员或企业高层被问责承载舆情压力加大   

在反腐高压态势下，政府官员和企业高层的一言一行都是公众关注的焦点。 

系列1, 医疗卫

生, 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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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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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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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1, 城市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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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1,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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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涉官类主题舆情中，内蒙古多地各级官员在中央惩治腐败行动中相继“落

马”持续引发舆论关注，涉案官员的级别与相对应产生的舆情热度形成正比。“内

蒙古两名市委书记同日被查”“冯志明一审获刑 18 年”“赤峰市委原副书记包崇

明被‘双开’”“内蒙古自治区原副主席潘逸阳涉嫌受贿被公诉”“内蒙古一正处

级官员涉贪金额超 1.7亿元”等事件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三）多起安全事故让质疑的声音频现于网民笔端 

2016年，“内蒙古赤峰宝马矿业 12.3矿难”是继 2016年 10月 31日重庆永

川区金山沟煤矿瓦斯爆炸和 11月29日黑龙江七台河景有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件

系列1, 政府官

员, 81.90%, 82%

系列1, 企

业高层, 

18.10%, 

18%

政府官员和企业高层被问责图

政府官员 企业高层

82.4%

17.6%

政府官员被问责行为占比贪污 违法和渎职



后，我国又一重大的安全事故，该事故造成 32 人死亡，这一安监事故在短时间

内成为引爆舆论的“导火索”。此次事故被曝光后，舆论场中出现质疑为何矿难

屡禁不止的声音，不少网民纷纷发文认为在监管失位这一问题上，政府难辞其咎。 

除安监事故外，“呼伦贝尔至赤峰车祸”“呼和浩特多车连撞事故”“武川到

呼市隧道发生多车相撞”等多起事故让质疑的声音频现于网民笔端。 

此外，“呼和浩特开启‘看海模式’”等自然灾害引发网民报怨城市排水系

统存在问题的情绪宣泄，相关部门应高度重视。  

（四）家庭和校园暴力事件引发舆论关注 

“女记者为何因家暴死亡”事件的曝光，令公众唏嘘不已，很多人不理解

为何法律出台了，也未能避免恶性事件的发生。而“赤峰林西县公职夫妻殴打母

亲”事件更激起网民对公职人员道德的质疑。类似事件还有“19 岁儿子刀砍家

暴父亲”“内蒙古一小区门口祖孙三人被男子疯狂殴打，20 分钟无人相救”等。 

与家庭暴力事件相比，2016 年校园暴力事件也时有发生，如“乌海中学生

疑遭校园暴力自缢 校方称‘视频显示情绪正常’”事件中，家长王先生向法制晚

报反应其儿子在乌海市第二中学上学时因遭受校园暴力，回家后自缢身亡。 

（五）违法事件引发公众热议 

2016 年，内蒙古发生的部分重大舆情事件激起全国人民的关注，典型案例

如“正蓝旗扎格斯台苏木洪图淖尔候鸟死亡”事件引爆全国舆论场，正蓝旗 259

只候鸟死亡是人为投药所致，是一起严重的刑事违法案件，网民强烈要求严惩凶

手，让违法之人得到应有的教训，类似事件还有“内蒙古 4 人下农药毒死 31 头

野猪”。总体来看，违法事件中“违法捕杀动物”类舆情热度指数最高，其次是

违法生产销售类的舆情。如“赤峰一黑砖厂经营多年无人管”“呼市土左旗：被

责令停产的非法粉煤灰厂还在偷着生产”“内蒙古警方打掉一夫妻制售假药窝点”

“联邦制药员工非法售卖危险废物 当事人移送公安”等事件。 

http://www.so.com/link?url=http%3A%2F%2Fwww.iweiba.cn%2Fhot%2F201611%2F02376290.html&q=%E6%AD%A6%E5%B7%9D%E5%A4%9A%E8%BD%A6%E7%9B%B8%E6%92%9E&ts=1482982858&t=ed782c27a20a5f074b06a18026ff605&src=haosou
http://www.so.com/link?url=http%3A%2F%2Fwww.iweiba.cn%2Fhot%2F201611%2F02376290.html&q=%E6%AD%A6%E5%B7%9D%E5%A4%9A%E8%BD%A6%E7%9B%B8%E6%92%9E&ts=1482982858&t=ed782c27a20a5f074b06a18026ff605&src=haosou


 

（六）网民强烈关注涉警类舆情 

2016年，“涉警”类主题舆情影响力突出。如“乌兰察布‘宝马撞保安’事

件”“通辽枪击致人死亡案件”“内蒙古政协原副主席赵黎平涉故意杀人等被公诉”

“内蒙古一协警和吸毒者酒驾致人死亡 赔付难落实”“鄂尔多斯市大红城站派出

所民警辱骂记者抢夺记者证件”等舆情事件均表现出“标签化”特征。 

在“涉警”类主题的舆情事件中，被“标签化”的警察和政府官员群体在

舆论场中饱受指责。舆论的关注程度以及倾向性一开始就会受到这些标签的影响，

进而导致事件本身的舆情处置难度大大上升。同时，“不讲是非、只问立场”的

现象也越发普遍，民众情绪容易被煽动，舆论固守成见，吹毛求疵特点突出。 

（七）内蒙古正面声音传播有力 

2016 年，在媒体的话题设置和引导下，内蒙古的正面报道传播有力，舆论

氛围积极正面，话题整体传播效果良好。 

11 月 26 日，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闭幕，“第十次党代会”为内蒙古未来五

年发展勾勒出蓝图，对于各盟市一把手的密集调整，也都引起了网民的高度关注，

网民期望未来五年内蒙古能出台更多惠民政策。 

而影响内蒙古发展的另外一件事——内蒙古大数据建设，新华社对该话题

进行了重点报道，如“从挖煤挖土到数据掘金”“内蒙古推进大数据发展应用从

2016年内蒙古违法事件热度图



四方面发力”“中国布局建设内蒙古大数据试验区牵动产业升级”“大数据产业发

展掀起内蒙古新一轮投资热潮”“大数据产业，能否带领内蒙古跨越资源陷阱”

等等。 

8 月 29 日，李纪恒同志正式担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此

后的 43 天，李纪恒密集调研 12 个盟市和多家重点企业，为内蒙古未来发展“划

重点”，赢得了舆论的点赞。 

三、2016 年内蒙古舆情的地区、时间分布特征和

关涉主体 

（一）呼和浩特、赤峰、锡林郭勒盟是舆情分布的中重

度地区 

 

就地域分布情况来看，综合各类舆情事件发生的频次及影响力，我们可将

其划分为重度地区、中度地区、轻中度以及轻度地区，2016 年内蒙古舆情重度

地区主要分布在中东部，即呼和浩特、赤峰、锡林郭勒和通辽。如发生在呼和浩

特的“冯志明受审案”“呼和浩特 5名城管与商户发生冲突被拘”“呼和浩特多车

连撞事件”“启辰幼儿园幼师殴打孩子事件”“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上说了啥”“内

蒙古一正处级官员涉贪金额超 1.7 亿元”等多件影响较大的热点舆情事件，均在

2016年内蒙古舆情热度地区分布情况



舆论场中引发网民热议。而赤峰的“12.3 矿难”“一男子涉嫌驾车肇事事故致 3

死 5伤”“林西县公职夫妻殴打母亲”和锡林郭勒盟的“候鸟被猎杀事件”“大唐

多伦煤化工‘污水处理’事件”“内蒙古假种子案”也是引爆舆论场的热门话题。 

乌兰察布市、巴彦淖尔市、呼伦贝尔、通辽属于中度地区，“宝马撞保安”

“王学丰落马”“征地补偿血案”“何永林落马”“呼伦贝尔至赤峰客车撞货车”

“通辽枪击致人死亡”事件，均引发了一定的关注。 

而包头、鄂尔多斯、阿拉善盟虽有负面舆情事件发生，但频次较低，影响

力较低，属于轻中度地区。 

兴安盟和乌海市属于轻度地区。 

（二）5-8 月是舆情热度相对最高 

 

从时间的变化趋势来看，一季度的舆情热度相对较低，其中时值春节假期

的二月份为网络舆情的最低位水平。 

二季度整体热度有所攀升，三季度则是全年舆情的高发时段，表现为关注

度高、影响力强。 

其中，八月是舆情热值最高的月份，该月发生多如“冯志明一审被判 18年”

“内蒙古一煤矿燃烧 5年不熄 系为骗灭火资金人为点燃”“赤峰林西县公职夫妻

殴打母亲”“内蒙古纪委案件审理室原主任沈佳一审被判无期”“内蒙古交通厅原

副巡视员袁志刚一审被判刑 14 年”“内蒙古现首例雇佣黑客篡改成绩案”“呼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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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特:环卫工阻止城管乱倒垃圾引冲突”“耀丰投资实控人失联追踪：旗下公司涉

1.2 亿承兑汇票造假”“内蒙古核查含汞危废倾倒河南事件：污企罚 2 万，涉事

人被通报”等多起事件。 

进入十月份，舆情热度有所回落，十二月份再次出现反弹。一是突发类舆

情事件如“赤峰 12.3 矿难”的发生，二是“内蒙古第十次党代会”在舆论场中

引发反响。 

 （三）舆情事件关涉主体政府部门最多，占比 37% 

 

从 2016 年内蒙古舆情事件关涉主体来看，关涉政府部门的舆情事件最多，

其次是企业。 

四、2016 年内蒙古舆情动向分析 

（一）自媒体成为内蒙古网络舆情热点事件“始发点”

和“主推手” 

2016 年，自媒体在舆论传播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表现出以自媒体曝光为

主、发酵速度更快、极易带动观点聚集的特点，已成为网民监督、申诉、维权的

重要渠道，因而很多负面舆情发生时，网民首先通过自媒体微博、微信曝光。 

微博、微信、贴吧等社交网络的活跃性越来越突出，不但成为内蒙古舆情热

点事件“始发点”，而且在传播中扮演者“主推手”的角色，在舆论场中的话语

2016年内蒙古舆情关涉主体占比图



权可见一斑。 

“乌兰察布‘宝马撞保安’事件”中，相关视频首先在微博和微信朋友圈被

曝光和转发，加上涉事主体特殊的身份，迅速引燃网民情绪；“呼和浩特 5名城

管与商户发生冲突被拘”“大唐多伦煤化工‘污水处理’”“呼和浩特多车连撞

事故”也都是第一时间出现在自媒体平台，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得到迅速传播，并

形成网民观点的聚集，进而加深其舆论影响。 

“内蒙古两名市委书记同日被查”事件从消息发布的时间来看，在高检网 9

月 13日晚间正式对外发布权威消息之前，微信朋友圈已有网友陆续传出有关“内

蒙古 2 名厅级官员落马”的消息。“内蒙古国企前高管被举报拥 41 套房事件”

“启辰幼儿园幼师殴打孩子”“通辽枪击致人死亡案件”也都是在微信传播引发

舆论热议。   

（二）权威媒体在重大事件中的影响力不容忽视 

相对社交媒体的新闻热点而言，主流权威媒体的报道更具信任感，相关议题

设置和情感倾向也更容易影响舆情事件的演变走向。 

在“赤峰 12.3 矿难”报道中，新华社对外部的官方微博“中国独家报道”

以“内蒙古赤峰市一煤矿发生爆炸 17 人已遇难”为题报道的，这是最早关于赤

峰煤矿爆炸事故的消息报道，随后，腾讯网、新浪网、凤凰网、中国日报网、网

易等百余家媒体对此进行大量转载报道，相关的后续报道，新华社也在第一时间

播发，有力地防止了谣言的滋生。 

此外，“内蒙古密集出台去库存政策”“全国两会”“杨成林贪污受贿超 6

亿被提起公诉”“内蒙古假种子案”和影响全国的“呼格案追责结果公布”等新

闻都是新华社第一时间报道的，权威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作用仍然不容置疑。 

（三）网络舆情的参与者、参与渠道呈现多元化 

网络舆论是多元化社会的哈哈镜，网络舆论的参与者越多元化，说明网民的

维权和参与社会治理的意识越强。从 2016 年内蒙古舆情的爆料话题的参与者来

说，舆情已不再是媒体、草根网民和网络大 V 的事情，诸多官员、学者、明星、

企业家也都已参与到舆情事件的讨论中。 

在“呼格案追责结果”的舆情关注中，诸多法律学者、网络大 V以及媒体人

参与进来。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指出，完善追责制度，核心在于对冤案错案

中暴露出的司法制度本身的缺陷，及时进行修补改进，避免冤案错案的悲剧重演。

他对司法案件纠错的内涵意义进行升华，同时提出司法改革的方向。 

关于“内蒙古密集出台去库存政策”，内蒙古逸安地产有限公司董事长田广

乐认为，要消化房地产库存，除了加大棚改货币化安置力度外，还应从源头上解

决房产手续难办的问题；而关于“女记者为何因家暴死亡”事件，上海政法学院

教授姚建龙曾说，预防与处置家庭暴力不能零敲碎补，而应确立顶层设计思维。 

“呼和浩特 5 名城管与商户发生冲突被拘”事件虽然最早由网民爆料热议，

但内蒙古部分大 V的参与更进一步推高了舆情的热度，也表达了理性声音，而媒

体报道重点在于调查处理情况。 

可见，网民不单就舆情事件的表象进行评论，更多的是通过现象认识事件背



后的问题。 

（四）视频佐证使舆情呈病毒式传播 

由于移动互联网的发展，移动终端越来越成为舆论场传播讨论的重要平台，

加上视频制作的低成本，“美拍”“秒拍”“微视频”“梨视频”成为舆情爆料

和传播的主要平台，且因视频视觉冲击力极强，具有较强的代入感，使事件呈病

毒式传播态势。如“呼和浩特市启辰幼儿园幼师殴打孩子”“赤峰林西县公职夫

妻殴打母亲”等事件的现场视频造成舆论的负面情绪迅速蔓延，甚至激起大部分

草根网民仇官的极端情绪，微博微信不断转发，部分网民甚至起底当事人。 

（五）网络暴力现象进一步凸显 

在网络舆情事件中，网民“推己及人”的同理心、对社会不稳定的担忧、甚

至对自身现状的恐惧，极易挑动敏感神经，这种情绪性观点的集聚、放大，会使

舆论的负面影响扩大。如“启辰幼儿园幼师殴打孩子”事件曝光伊始，视频引发

舆论义愤填膺，出现大量道德义愤言论，甚至有一些偏激的情绪化表达，一概而

论否定所有幼儿园老师，出现过于绝对的表述，引起幼儿家长对呼市所有民办幼

儿园幼师师德的担忧、恐慌，质疑所有民办幼儿园办学的资质合法性和选人用人

的标准。 

若草根网民遇到“政府”“官员”“警察”等涉事主体，则更为敏感，几乎

一边倒地对相关部门持负面态度。如“乌兰察布‘宝马撞保安’”事件中，当事

人遭人肉搜索，甚至连其孩子的信息都被愤怒的网友挖出，网友通过短信、拨打

电话的方式辱骂当事人及其家属，造成当事人名誉损害。 

（六）舆情“标签化”现象泛滥 

“标签化”滥觞于网络时代,论坛、微博尤为突出。舆情事件的“标签化”

特征不仅是依据涉事方个人身份、地位打上的标签，还有职业、群体、事件的标

签，其决定着事件的受关注度和网民的是非判断。 

一旦涉及观点争锋,交战双方往往不是心平气和地摆事实、讲道理,而是首先

给对方贴一个标签,再朝这个标签吐口水,以此“搞臭”对方。“城管”“公务员”

“警察”“富商”等已经成为网民尤其是草根网民同情弱者、攻击对手的热门标

签，如“乌兰察布‘宝马撞保安’事件”宝马车、交警、开车撞保安，这几个因

素，哪怕只是其中一个细节拿出来，无论是受关注度还是负面曝光度，通常都比

别的因素要吸引眼球。当这几个因素组合，加上自媒体的发酵，点燃了民众的“仇

官”“仇富”“仇权”的火焰，让该事件在网络环境中被放大和过度解读。 

一般来说,在社会上容易引发集体亢奋的身份敏感群体,更容易被贴标签,最

典型的是官员和富人，会被贴上“以权压人”“为富不仁”的标签，致使舆论场

不能进行理性交流，反而沦为唾沫横飞、硝烟弥漫的口水战。 



（七）外媒对内蒙古报道集中在环境保护、民族宗教等方

面 

外媒对内蒙古地区的报道信息倾向以中性和负面为主，主要报道领域集中在

反腐倡廉、环境保护、民族宗教、社会保障等方面。其中，香港媒体、澳门媒体、

台湾媒体正面和中性报道居多。其他亚洲媒体、欧美媒体如“自由亚洲电台”和

“博讯网”对内蒙古的负面报道居多，裹挟民族宗教对立情绪的负面声音更是不

容忽视。 

 

反腐倡廉方面，外媒报道主要集中在内蒙古官员落马和官员行为不当等方面。 

环境保护方面，煤矿开采对草原生态和牧民生活的影响等话题备受欧美及环

保组织网站关注。 

在涉及内蒙古的民族宗教问题上，“自由亚洲电台”“博讯网”等媒体和网

站表现积极，尤其在涉及蒙汉冲突等突发事件中，借事发地为少数民族地区和涉

事家庭为汉族的背景来捏造对立矛盾话题，在民族和宗教问题上进行渲染炒作，

负面倾向居多，煽动性很强。 

在社会保障方面，外媒的报道主要集中在弱势群体上访和强制拆迁等方面，

报道媒体主要有“博讯网”、“自由亚洲电台”、“香港东方日报网”等。 

五、2016 年内蒙古舆情应对特点分析 

（一）涉事主体舆情回应意识逐步增强，舆论引导呈现

积极局面 

作为社会管理的“晴雨表”，舆情处置和应对能力无疑考验着政府及职能部

门的智慧。 

从今年发生在内蒙古的各类网络舆情事件来看，应对处置责任主体舆情回应

意识逐步增强，舆论引导呈现积极局面。 

如“呼和浩特 5名城管与商户发生冲突被拘”发生后，涉事部门的应对有效

阻止了舆论热度飙升，第一时间发声，及时回应舆论关切，速报事实，慎报原因。

事件曝光的当晚，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城管局发布官方情况说明，通报了事件真相，

并明确公安部门已介入调查。及时妥善地进行责任切割和追责，防止了“舆情关

键词”的扩大。事件发生起初，有网友质疑事情最终会拿“临时工”当挡箭牌，

但是官方在回应时没有触碰到诸如临时工等民意的“痛点”和“反感点”，没有

发生和主流民意对抗的情况。正面道歉，人性化的处理方式赢得舆论肯定。 

“莫尔格勒河鱼死亡”事件中，值得肯定的是，当地政府连续发出声音，积

极回应民众关切，最大限度消弭网络杂音，在网络舆情上占据了主动；其次，政

府对民意的尊重也成为舆情应对的加分项。从一开始的回应，当地政府就表明态

度，“立即开展实地调查，及时回复网友和群众的关切”，到最后调查结果公布，



也不忘记“感谢几天来广大网民对死鱼现象调查的关切，希望广大网民今后继续

关注陈旗的发展，为陈旗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宝贵意见和建议。” 

“内蒙古国企前高管被举报拥 41套房”事件中，通辽市纪委不盲目“辟谣”，

立场公正，应对积极而且不草率，有效引导了舆论。 

（二）微博微信等新媒体成为涉事主体舆情回应的重要

平台 

由于微博微信所具有的移动、便捷和及时性的优势，涉事主体通过官方微信

微博回应已经成为趋势。新华社中国经济信息社内蒙古中心分析 2016 年内蒙古

网络舆情事件，涉事主体尤其是政府，借助新媒体手段，通过官方账号在网民活

跃度高的社交网络平台上以“权威发布”的形式主动“发声”，一定程度上有效

遏制了不实信息和猜疑情绪的扩散蔓延。 

如“通辽枪击致人死亡案件”发生 6个小时后，通辽市科尔沁区委宣传部官

方微信“魅力科尔沁”发布通报，这是官方发布第一条通报，确认了案件发生的

时间、地点以及死者姓名及身份。及时的信息通报，使得舆情得到了及时的疏解

和控制，事态的发展没有出现猛烈的震荡。 

“呼和浩特 5名城管与商户发生冲突被拘”，呼市新城区城市管理执法局通

过官方微博发情况说明，舆论迅速降温。 

“呼和浩特市启辰幼儿园幼师殴打孩子”事件中，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教育局

和浩特市公安局赛罕区分局分别通过自己的官方微博进行回应和信息的再跟进，

舆论有所降温；“呼和浩特多车连撞事故”，呼市回民区宣传部通过官方微博回

应。 

因此，当突发事件发生时，涉事主体及时回应网民关切是舆论降温的重要举

措，且避免谣言滋生。  

（三）舆情应对仍然存在手段粗糙、方式消极等现象 

2016 年，尽管不少部门在尝试政务舆情响应体系中做出了积极实践，但是

一些地方的政府部门在舆情应对方面所采取的手段较为粗糙，在面对舆论的态度

上仍然存在“恐慌情绪”和“畏难心态”。这种消极应对的方式极易导致舆论不

满。 

“乌兰察布‘宝马撞保安’”事件中，警方要求微信平台删除视频，严禁相

关人员就水语山城案件接受任何采访，不仅没有回应民意的“痛点”和“反感点”，

反而导致为舆情发展推波助澜。 

“征地补偿血案”中的删帖行为也引发公众对政府的质疑。 

“大唐多伦煤化工‘污水处理’”事件中的不当回应成为引发舆论一再质疑

的“火药桶”。此次事件舆情危机不断升级，主要在于公众对于涉事企业逃避的

姿态消极应对极为不满，否认污染的回应更是遭到舆论的一致反感，激发公众的

不满情绪，推动危机持续发酵。 

当前，舆论呈现随时传播、瞬时爆发的态势，平息热点事件，不再可能通过

删帖、不回应或简单回应的方式实现。 



及时把握舆论动态，遇事不回避、不躲闪，公开、透明、及时地回应网民关

切才是关键，必要时可以多次回应，分层次回应。 

（四）涉事主体不当应对引发次生灾害 

网络舆论场中，涉事主体的不当回应，非但不能平息舆论，反而是“火上浇

油”，使网民的负面情绪越来越高，引发舆情次生灾害。如“国企高管 41套房”

事件中，当事人接受媒体采访时声称“41 套房子实为顶账房”，他的国企前高

管身份，本就已引发关注，再加上那句极富个性、极具挑衅的“别说一千多万，

我一个亿都有”，最后还加上一句“也许是因为我的告状得罪了人，所以别人也

把我告了。”这些说辞引发媒体和网友进一步围观，从而加剧事件热度的飙升。 

再如“乌兰察布‘宝马撞保安’事件”官方发布公告之后，除未使舆论降温，

反而有“引火烧身”之嫌，涉事方只考虑信息发布的统一性，忽略了信息发布的

完整性。发布的消息没完整地说明某个问题，未提供实质性证据，官方微博发布

称“宝马车主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后，网友爆料称“早已被取保”，后续媒体

报道称“宝马车主崔治国已保外就医在家”的消息，这样的消息，与媒体、网友

有理有据的质疑相比，严重缺乏说服力，给舆情造成更多可供演绎的素材，使得

回应没有达到缓解负面舆情的效果。 

此外，涉事主体在突发事件应对中，不仅要给出处理结果，同时要做好相关

证据的出示工作。“呼格追责案”事件的发酵，因为调查过程和具体追责依据没

有公开说明，仅是党纪、政纪处分的追责力度，这与公众期待存在落差，未能及

时做好相关证据出示和解释、说服工作，加剧舆论的误读和猜忌，导致民意极大

反弹。“征地补偿血案，舆论为何矛头转变怪政府”本来是村民与施工企业发生

纠纷，在真相不明时和未出示相关证据的情况下，却因为“3 人被拘 1人被警方

带走问话”让公众体会到官民之间力量的强弱对比，激发了网民对官方的不满情

绪，产生次生灾害，使政府陷入被动。 

六、舆情处置应对能力需进一步提升 

（一）及时回应网民关切是舆情应对关键一步 

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在政务公开工作中进一步做好政务舆情

回应的通知》，明确了政务舆情中及时发声的时间红线，划出“特别重大、重大

突发事件的政务舆情 24小时内举行新闻发布会”和“其他政务舆情 48小时内回

应”两条红线。积极、及时与媒体畅通合作，尽量与媒为善，改变“拖、躲、怠”

的思维惯性，是应对舆情事件的关键一步。 

大量舆情应对事实表明，相关部门越早介入舆情处置，越有利于主导舆论走

向，越能起到“先入为主”、“先声夺人”的效果。不仅如此，相关部门更要善



于发现潜在危机，抢在舆情出现前作出预判和处置。 

突发事件发生后，涉事主体一定要抓住黄金时间，做“事件第一定义者”，

牢牢掌握信息主动权，确保自己成为相关事件权威信息的最可靠消息源的前提下

回应相关舆论关切和质疑，切忌负面舆情曝出第一时间，匆忙否认、定调。 

“启辰幼儿园幼师殴打孩子”事件的发生到政府部门回应，七天的时间，给

舆论传播留足了空间，件引发舆论大范围的关注，涉事方的舆论回应都落在舆情

后面，使得舆论引导过于被动。 

“内蒙古国企前高管被举报拥 41套房”舆情应对略显迟滞，给舆情发酵留

下时间和空间。这起事件中，相关部门完全可以做到在举报信息刚出现、媒体尚

未进行报道之前就发布有关声明和调查方案，表明态度和立场。 

（二）切勿自说自话，把准回应“着力点” 

突发事件发生后，涉事主体抓住黄金时间回应网民关切是舆情应对的第一步。

而从回应效果来看，能否做到准确把握舆论发展变化的态势，主动搜集民众关切

的热点，决定着能否把“应对”变成“迎对”，决定着能否对于相关质疑和关切

的问题进行针对性响应。 

然而在实践中，舆情回应尺度是最不好把握的难点，死板套路和固定模式都

难以跟上新变化要求。新华社中国经济信息社内蒙古中心建议，一方面，相关部

门在信息发布前一定要掌握充分的舆情监测数据，对舆论场中的声音进行准备判

断，对整体舆论情况了然于胸，能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灵活应对，将有限的精力

始终集中在舆论关注“焦点、热点、疑点”上，找准回应着力点、有的放矢。另

一方面，回应也要坚持适度原则，做到准确真实，查明多少、知道多少就公布多

少，以诚恳、担责的姿态接受公众意见，同时要注意换位思考，多站在公众角度

考虑问题。 

分析 2016年内蒙古发生的网络舆情事件，发现部分涉事主体急于回答网民

关切，但给出的回应却缺乏相应的证据支撑，以至于激起网民更大的怀疑。因此，

舆论回应一定要以事实、证据为基础，切忌“空对空”，杜绝因涉事主体不谨慎

导致的新闻“反转”，应坚决维护涉事方的公信力。 

此外，再未掌握过多信息的情况下切勿过早定调，同时要注意回应语言的细



节，切勿过多使用修饰词。 

（三）保持舆情口径的统一至关重要 

突发事件发生时，必须确保官方的信息发布出口统一，所有涉事最新信息都

归负责对外信息发布的部门所掌握，从而确保报道口径统一，把杂乱的报道媒体

统一到一个入口一个出口上。 

如“巴彦淖尔征地补偿血案”事件中，公安局办公室工作人员、乌拉特中旗

公安局警察、宣传部工作人员都向媒体发出过声音，由于发声的口径不统一，不

利于政府把控局面和解决问题，加上部分媒体过分解读不利于政府的回应内容，

使舆情发展更加复杂，产生舆论次生灾害。 

类似事件还有“通辽枪击致人死亡案件舆情分析”，媒体报道中就出现“对

于嫌犯的民警身份，该工作人员回应：‘不算是正式警察。’界面记者追问嫌疑

人是否为协警，该工作人员称‘这涉及行政编制，他没有警察编制’”，包含一

定的舆情风险。 

因此，发生舆情时，由谁说、何时说、说什么、持何种态度、通过哪些渠道

传达等，检验着涉事方应对舆情的能力，同时左右着舆情的发展方向。而“呼和

浩特 5名城管与商户发生冲突被拘”事件的处理则较为得当，该事件曝光后，媒

体报道的信息源于政府的通报，媒体报道基本都是围绕调查处理结果和追责展开

的。 

（四）与媒为善，全方位联动增强舆论引导力 

融媒体时代，事件的传播特征呈现出主流媒体和新媒体交相呼应的特征，因

此，相关部门要善用和巧用新媒体，充分利用新媒体及时性和受众广泛性的特征，

通过新媒体发布权威信息、加强政民互动、积极引导网络舆论，从而提升社会治

理能力；其次，主流媒体和意见领袖的影响力不容忽视，突发事件发生时，权威

媒体始终掌握着舆论的风向标，因此，涉事部门进行新闻发布时，要尽量选择有

代表性、有影响力的媒体，这是确保传播效果的前提条件，同时，要注意意见领

袖尤其是内蒙古当地的网络大 V，他们在舆论场中的影响力不容忽视，要积极地

与网络大 V沟通，全方位发挥联动增强舆论引导力。 



（五）态度先行，获取民众理解 

突发事件发生后，涉事部门的迅速回应固然重要，但涉事主体的行为更需要

一份谦卑做护航，以一种低姿态来承认工作不足，并向民众致歉，在危机处置中

更易拉近与民众的距离。如“呼和浩特 5名城管与商户发生冲突被拘”事件中涉

事主体正面道歉，人性化的处理方式是舆情应对的加分项，赢得舆论肯定。面对

此类事件，政府切不可一味强硬，是自己的错误就应该主动承认，城管局的“道

歉”更能说明政府的姿态，向民众展示自身的自信，获得民众的认可和理解。网

友认为，道歉并不是懦弱的表现，相反承认错误，承担责任，是一种勇敢的表现，

尤其对政府而言。再如“莫尔格勒河鱼类死亡”事件中，政府一开始就表明态度，

及时回应网友和群众的关切，到后期调查结果的公布，也不忘感谢网民的关切，

这种对民意的尊重也成为舆情应对的加分项。                                                                                                                                                                                                      

相反，处理事情的态度不够诚恳、谦卑，不仅不会平息舆论，反而会激起舆

论更大的反感。“大唐多伦煤化工‘污水处理’”事件中，涉事方态度不坦诚。

从一开始到现在，涉事企业始终在坚称“排放没有违法违规”“处理好后的中水

根本没有污染性”，但在监测的结果、居民的举报、媒体的质疑等一系列现实面

前，这一回应显然显得苍白无力，舆论并不买账，“火气”也没有呈现出消退的

迹象。且多伦宣传部官方回应内容略显僵化，缺乏人性化色彩，在实质内容上显

得不够有诚意。 

（六）重视网络舆情的日常检测和收集工作 

分析 2016年的内蒙古舆情，发现部分涉事部门日常对网络民意情况不够重

视，虽知晓网民当下充分利用网络进行维权和操作，但却未密切关注，仍停留在

重视舆情的理论层面，因此，望 2017年内蒙古相关部门尤其是政府部门，要重

视网络舆情的日常检测和收集上报工作，从而做好舆情研判和应对工作做好前提

准备。 

网络舆情的日常检测不单单是通过搜素引擎进行关键词匹配来简单搜集，而

是要通过运用专业的大数据平台去整理和分析每天的网络舆论，适当时候可委托

于专业的数据分析公司来实时监测、搜集、整理，对于搜集整理出的相关情况，



要及时向分管领导汇报，以供领导在突发事件发生时及时决策部署。同时，相关

部门要建立突发危机处理小组，要注重平时培训，充分提高人员的突发危机处理

综合素质。 

（七）打造专业的信息发布团队 

一些舆情事件中，政府在信息公开和发布方面总是遭遇困局，这一方面与突

发事件本身因素复杂、变化迅速有关；另一方面，与政府部门的信息公开发布机

制也不无关系。 

在固有的宣传平台下，相关部门对新环境下舆情处理中的角色定位还不是很

清晰，舆情处置中经常会出现部门职责分离、配合不力的问题，导致信息发布效

果不佳，不能准确回应民生关切。 

建议增加网络发言人来实时把控和引导舆论，打造专职的信息发布团队，吸

收更多年轻人参与，提高信息发布文本的“网感”，往往能有效带动官方发布话

语风格的转变。 

相比官话空话套话，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温暖鲜活、有干货的清新文风，

在舆情处置和舆论引导中往往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新华社中国经济信息社内蒙古中心建议，加强舆情引导工作的交流学习，进

一步加强新闻信息发布话语能力的专项培训，将有利于舆情应对的迅速反应，同

时定期组织人力对信息发布的不同文本、案例、话语方式、传播路径和网民反应

进行梳理研究，总结规律，有针对性地解决群众诉求，避免新政策出台后宣传应

对缺席等网络发言人的角色日益重要。其职责主要是在网上发布通报本地区本单

位突发事件及其处理结果；听取网民意见建议，答复相关网贴；分析研判网络舆

情，正确引导网络热点。网络发言人一般由本地区本单位领导班子成员或中层干

部担任。合格的网络发言人不仅熟悉网络传播规律，了解网民心理，善用网络语

言，且能以坦荡的胸怀面对批评质疑，以求真的态度发布事实真想，以互动交流

求取“最大公约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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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内蒙古”全网提及率 

（一）总体提及率走势变化 

在监测时段内，共监测到与“内蒙古”主题相关的数据 26615 条，平均每天

166条，其中网上关注最高峰出现在 2018-03-27 10，当日数据累计达到 432条。

从五大平台（微信、微博、客户端、网页和境外社交平台）的数据发展走势来看，

微博和客户端的讨论量排在前列，极大程度上影响着整个事件的发展态势。 

 

（二）各平台监测数据占比 

 



从五大平台的具体数据占比来看，微博数据占比 28.55%，排在第一位；其

次是客户端数据，占比 25.64%；排在第三位的是网页数据，占比 23.38%；此外，

微信数据占比 19.76%，还有 1.79%的论坛数据。 

二、省内热点速览  

编号 
发布 

时间 

新闻 

类型 
新闻标题 新闻发布来源 阅读量 

01 03-23 民生 2018 内蒙古公务员考试 
内蒙古人事

考试信息网  
25W+ 

02 3-23 
社会 

治安 

悲剧！内蒙古一女子当街

遇害… 
北方新报 

19190 

 

03 03-24 
反腐 

倡廉 

呼伦贝尔市通报 4 起扶贫

领域腐败案例 

内蒙古晨报全

媒体平台消息 
5532 

04 03-25 
社会 

治安 

虚构投资项目狂敛财 内

蒙古 239 名投资人被骗近

700万 

中新网 

呼和浩特 
6960 

05 03-25 
文化 

生活 

咱风水梁又上了《人民日

报》！快来点赞！ 

鄂尔多斯 

新闻网 
4120 

06 03-25 
反腐 

倡廉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委原书

记何永林受贿、玩忽职守、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一审

开庭 

内蒙古 

纪委监委 
20254 

07 
3-26 

 
民生 

国产民航客机载客演示飞

行 央视记者全程体验 
央视新闻 10w+ 

08 03-26 
社会 

治安 

银行保险公司疑“勾结” 

老人 500万“被保险” 
经济参考报 5w+ 

09 03-26 
社会 

治安 

气愤！内蒙古一六旬老人

掐 死 亲 孙 女 ， 原 因 竟

是…… 

内蒙古晨报全

媒体平台 
18268 

10 03-26 民生 
伊利董事长被带走？公司

回应 
澎湃新闻 44155 

http://www.gsdata.cn/rank/wxdetail?wxname=bQmBVDpSbJWqViunZg25d211aml3ZWkwMQO0O0OO0O0O
http://www.gsdata.cn/rank/wxdetail?wxname=bQmBVDpSbJWqViunZg25d211aml3ZWkwMQO0O0OO0O0O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TI0MDU3NDYwMQ==&mid=2656654094&idx=1&sn=a0f42d1d25d6c74c42cf9754dcf60810&scene=0##


11 03-26 
惠民 

政策 

便利！4月 10日东胜东站

通车！鄂尔多斯新开 3 对

动车！ 

鄂尔多斯新闻

网 
39100 

12 03-27 
环境 

治理 

沙尘暴蓝色预警：内蒙古

辽宁吉林等局地有沙尘暴 
中国天气网 5w+ 

13 03-27 
文化 

生活 

重磅！第 12届内蒙古乳业

博览会开幕 共谋中国乳

业发展未来！ 

呼和浩特 

新闻网 
742 

14 03-27 
社会 

治安 

呼和浩特：一 14岁女孩今

日中午从 17楼坠亡 
内蒙古晨报 10w+ 

15 03-27 
反腐 

倡廉 

乌兰察布市通报２起扶贫

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典型

案例 

内蒙古日报 3117 

16 03-28 
惠民 

政策 

告诉父母：内蒙古 25项重

点任务惠及 436万老人 
内蒙古日报 1533 

17 03-28 
环境 

治理 

内蒙古八百余只百灵鸟遭

毒杀 雪融后再现四千余

只鸟类死体 

中国森林公安 3574 

18 03-29 
文化 

生活 

第四届内蒙古美食文化节

在呼和浩特开幕 

人民网 

呼和浩特 
2231 

19 03-29 
反腐 

倡廉 

内蒙古自治区贸促会原党

组书记李世镕被检方依法

提起公诉   

新华网 3211 

20 03-29 
惠民 

政策 

内蒙古将利用 2000 万元

福利彩票公益金购买居家

养老和社会服务 

新华社 1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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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舆情关注 

（一）警惕！呼和浩特一老人 500 万存银行，100 岁才能返还 

1.事件概述 

3 月 26 日，家住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的王永发，近日终于向中国银行呼和浩

特市呼和佳地支行和阳光人寿保险内蒙古分公司索回了属于自己的 500 万元本

金及利息。此事源于 2018 年 1 月，王永发家里急需用钱，想到把银行理财产品

的年利息取出来，却发现 27.5 万元的利息现在只有不到 20 万元，少了近 8 万，

后找负责人王雅君帮忙，被告知此人已辞职。王永发联系不到王雅君才恍然大悟

自己是被银行和保险公司合伙欺骗，买了一份保险公司的保险。 

 

 

 

2.全网关注 

此事关系到银行与保险公司合伙欺骗消费者的问题，在网络上迅速传播、发

酵。全网媒体平台中，关于此舆情事件的内容约 30个，总阅读量达 5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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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统计，此事件传播最活跃的是微博，相关帖子 23篇，占比 48%；微信发布

相关文章共 20篇，占比 42%；网页相关报道共 5篇，占比 10%。 

 

 

 

 

 

3.媒体态度 

 

 

马上评｜老人 500 万“被保险”，对金融消费者须倾向性保护 

新闻评论来源：澎湃特约评论员 盘和林 

澎湃新闻 

“所谓的倾向性保护，就是要求金融机构在金融消费过程中承担更多的义务，

例如，王永发虽然也存在过错，但只要金融机构存在保险人员派驻银行网点等违

微信
42%

网页
10%

微博
48%

微信、微博、网页关注度

微信 网页 微博

32349

2614

3168

5181

3476

1000 6000 11000 16000 21000 26000 31000 36000

新闻坊

经济参考报

呼市今日头条

呼和浩特热线

So内蒙古城市生活网

微信公众号阅读量TO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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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行为时，就要承担不利责任，也只有这样才能倒逼金融机构加强内部控制等制

度的建立，从根源上减少甚至杜绝“被保险”等侵犯金融消费者利益的事件发生。” 

 

 
 

500 万存单变保单，我们还能相信银行吗？ 

新闻评论来源：特约作者 王阳 

腾讯评论 

“首先，特别注意银行工作人员的‘特别’表述。其次，仔细阅读合同，看

清楚落款是银行还是保险公司。最后，核实推荐人是否为银行真实工作人员。” 

 

4. 网民观点分析 

（1）网民倾向性分析 

全网与此事件相关的网民观点中，共统计到 144条有效评论。其中，无正面

评论；负面评论占 82.6%；中立观点占 17.4%。 

 

（2）网民评论细分 

0

82.60%

17.40%

“呼市一老人500万

存银行 100年后返还”

网民观点分析

正面 负面 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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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呼市一老人 500 万存银行 100 年后返还”的评论中，共总结出 7 类

网民观点类型。其中，“对银行和保险公司行为感到可恨可恶”的观点占比 56%；

“对欺骗行为害怕”观点占 5%；“老百姓维权太难而无奈”观点占比 12%；“提高

警惕引以为戒”观点占 8%；“银行和保险公司应改变措施”观点占 9%；“老人的

权益如何保障”观点占比 7%；“其他”占比 3%。半数以上的网民认为银行和保险

公司的做法应当受到重罚，为了挣钱丧失行业底线。 

（二）呼和浩特：一 14 岁女孩今日中午从 17 楼坠楼 

1. 事件概述 

 

3月 27日 15点 31分 44分，内蒙古晨报微信公众号发布突发新闻《【突发】

呼和浩特：一 14 岁女孩今日中午从 17 楼坠亡》，配图一张视屏截图，报道呼和

浩特市回民区一名 14 女孩从窗户坠落。该文在微信平台热传，截止到 3 月 29

日 21 点总阅读量 33 万+，引起网民关于教育制度、家庭教育、心理教育等问题

的热议。 

 

2. 舆情发展脉络 

 

 

 

 

 

  

 

 

 

 

 

 微信用户发了 10 秒的跳楼

视频，朋友圈大量转发 

内蒙古晨报记者王宇在内蒙古晨

报微信公号、微博发布原创文章 

网友热议评论，公众号转发 

持续发酵 



6 

 

 

 

 

 

3. 全网关注度分析 

 

（1）媒体报道量统计（包括专业媒体与自媒体） 

从 3月 27日事发下午截止 3 月 29日晚上 9点，这一事件引起广泛注意，微

信朋友圈以及公众号相对于其他平台更加关注，约有 26个微信公众号转发推送。

微信总阅读量达到 33万+；微博相对较少，有一定影响力的只有两个。 

 

关注主体 文章标题 发布

时间 

阅读量 评论数 点赞

数 

转发

量 

评论

最高

点赞 
内蒙古晨报 【突发】呼和浩特：

一14岁 女孩儿今日

中午从 17楼坠亡 

3月27日

17:31:4

4 

10万+ 95 404  1834 

呼和浩特热

线 

【突发】呼和浩特：

一14岁 女孩儿今日

中午从 17楼坠亡 

3月27日

17:57:3

5 

10万+ 因涉嫌侵权被投诉故无法查看 

呼市今日头

条 

【突发】呼和浩特：

一14岁 女孩儿今日

中午从 17楼坠亡，

可惜... 

3月27日

18:52:3

9 

17416 11 14  7 

乌兰察布爱

尚网 

一14岁 女孩儿今日

中午从 17楼坠亡，

可惜... 

3月27日

20:46:1

6 

9282 9 8  7 

鄂尔多斯

365知天下 

呼和浩特：一 14岁 

女孩儿今日中午从

17楼坠亡 

3月27日 

21:28:2

0 

 

6315 3 6   

乌兰察布生

活 

乌兰察布一 14 岁女

孩在呼市某小区从

17楼坠亡... 

3月27日 

21:31:3

5 

14075 35 21  23 

呼和浩特大

小事 

痛心！呼和浩特：一

14岁女孩从 17 楼坠

亡 

3月27日

22:19:2

1 

28871 15 47  17 

So内蒙古城

市城市生活

网 

痛心！呼和浩特：一

14 岁女孩从 17 楼坠

亡，孩子是什么让你

放弃了生命 

3月28日 

12:51:5

1 

12421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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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关注主体共 10个，选择标准：阅读量高的；蓝色为微信、红色为微博。 

（2）关键媒体报道节点 

3月 27日 17:31:44：新闻发布，引起关注，阅读量 10万+,公众号转发； 

3月 27日 22:19:21：新闻持续发酵，阅读量 28871； 

3月 28日 12:51:51：事发第二天，引起持续关注； 

4.网民评论分析 

 

该图以上述十个关注主体的评论为样本进行分析，由于选取微博的评论只能

看到一部分，可分析的评论数共有 261条。 

 

（1）评论分布图 

 

 

 

（2）网民评论分布 

 

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160

180

支持 反对 中立

图表标题

内蒙古晨报 突发！呼和浩特：一

14岁 女孩儿今日中

午从 17楼坠亡 

3月27日

15:37 

 170 112 68  

呼和浩特微

校园 

痛心！呼和浩特：一

14岁女孩从 17 楼坠

亡 

3月27日 

22:32 

 181 56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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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孩子自身不足包括抗压能力弱、没有责任心、心理存在问题； 

其他部分包括祝福、表情符号、微博@、关于女孩所在学校的言论、感叹等； 

 

 

 

 

 

73

25

25
26

45

67

网民评论分布

孩子自身的不足 教育体制存在问题 家长做得不到位

呼吁理性发声 表示心痛难过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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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舆情点评 

自 14岁女孩从 17楼坠落的报道发布之后，网络媒体纷纷转发，十分关注，

也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议论涉及教育制度问题、学校与老师的责任、家庭教育

的缺失、心理教育机制的不足以及学习压力等各个方面。目前舆情体现两个问题：

网友们对于学生的学习以及孩子心理还有家庭教育表示担心和不满；也有很多人

对事件的原因在未证实的情况下进行猜测，进而传播，误导了一部分受众。因此

有关部门需立即查清原因，告知公众真相，以便终止谣言，各方采取行动预防与

改善现状。 

 

（三）内蒙古沙尘暴 

1.事件概述 

26 日至 28日，我国北方地区出现今年以来第四次沙尘天气。据中央气象台

监测，此次沙尘足迹遍布包括新疆南疆、内蒙古、山西、河北、北京、天津、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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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吉林、黑龙江等地，影响面积约 150万平方公里。 

入春以来，内蒙古气温大幅回。27 日，冷空气带来的大风给全区一场猝不

及防的沙尘天气，特别是锡林郭勒盟受到沙尘严重影响。29 日，京津冀中南部

及河南北部地区还将受到不同程度沙尘天气影响。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了沙尘暴

蓝色预警。28 日，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草原笼罩在一片昏黄之

中，城区尘土飞扬，市民纷纷戴上口罩。受沙尘天气影响，首府呼和浩特市能见

度 4公里，和包头市、乌兰察布市同为全区能见度最低城市。沙尘天气成为了舆

论热点。 

 

 

（词频分析） 

2. 媒体关注 

（1）社交媒体平台中，26 日至 28日关于内蒙古沙尘天气相关内容约 105

个，总阅读数：15W+，多家有较大影响力的媒体发布消息。 

 

 

（主要媒体相关内容阅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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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网页中，“内蒙古沙尘”百度提及量为 287000，百度新闻提及量为 44200，

搜索指数整体日均值 343，移动日均值为 210，整体同比为108%，整体环比为 77%，

移动同比为 136%，移动环比为 73%，相较之前均有上升。 

 

（网页提及量） 

 

3.媒体/相关机构态度 

（1）科普类：沙尘暴是从哪来？如何防范？沙尘天气是如何形成的？ 

@活力内蒙古：沙尘天袭击内蒙古！沙尘暴是从哪来？如何防范？ 

@爱播：沙尘天气来袭，该如何防护？看完你就会了~ 

@中国天气：不要看到天变黄了就说沙尘暴来了，沙尘天气是有等级划分的，

水平能见度小于 1公里时才是沙尘暴天气。沙尘天气划分为浮尘、扬沙、沙尘暴

等，强势科普一下→ 

 

（2）沙尘暴是自然现象，有利有弊 

@内蒙古日报：大风、沙尘齐上阵！沙尘暴的这些好处，你知道吗？ 

@中国气象局：#沙尘来了#【沙尘暴有利也有弊】 

 

（3）沙尘天气情况已有好转 

@鄂尔多斯 365知天下：今天，北京沙尘暴虐！库布其 ，晴！ 

@中国天气;【是真的！北京沙尘天气越来越少】 

 

4.网民态度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NzE2MjAzMQ==&mid=2652926937&idx=1&sn=327d6888391afd64531af7fae32cd730&scene=0#wechat_redi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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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批评： 

 

 

 

（2）逐渐好转： 

 

（3）呼吁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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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不关心 

 

 

 

 

（5）其他，其中很多网友提到蚂蚁森林种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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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舆情点评 

 

每年春季，沙尘天气都会成为热点话题。今春，沙尘天气近日来袭，与往年

相比强度有所下降，在舆论方面，媒体和相关机构发挥了正面引导作用，对沙尘

天气的形成原因进行科普，对沙尘天气的防护进行了提示，也对植树防沙的效果

进行了宣传。网友观点也并非简单的两极分化，在吐槽沙尘天气的同时，不少网

友表示已看到沙尘情况有所好转，治沙效果明显，并积极建言献策。另外值得注

意的是，不少网友提到蚂蚁森林，互联网公益行动对现实环境的影响逐渐增加。 

 

 

（四）呼包鄂乌动车调整 

1.舆情概述 

2018 年 3月 26日，鄂尔多斯新闻网发布了一条《便利！4月 10日东胜东站

通车！鄂尔多斯新开 3对动车！》的信息。3月 27日——3月 28 日，澎湃、新浪、

人民网等媒体也纷纷发布消息，各大公众号开始转载该消息：4月 10日起呼包

鄂乌间动车组增加 37趟，随后转发和阅读数量开始呈现井喷状态，直至 3月 29

日，该信息在微信公众号总阅读量 22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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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频统计 

（1）舆情发展回顾 

2018 年 3月 26日：事件发生 

以鄂尔多斯新闻网为代表的公众号由铁道部得知：内蒙古地区自 4月 10日

以来有线路调整，并且鄂尔多斯地区的动车线路作为主要调整线路，因此发布微

信文章《便利！4月 10日东胜东站通车！鄂尔多斯新开 3对动车！》。 

 

2018 年 3月 27日：引起热议 

经过铁道部证实，4 月 10 日起，内蒙地区将在呼包鄂乌间增加 37 趟动车，

于是各大内蒙古微信公众平台开始发布信息，并广泛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

与评论。其中，鄂尔多斯地区的微信公众号平台中，引起广泛热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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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3月 27日：舆情发酵 

鄂尔多斯发布、内蒙古晨报、内蒙古日报等多家公众号发布相关消息，微博

上@呼和浩特新闻网@呼市人不知道的呼市事儿也发表博文。网民在朋友圈和微信

上转发，引起更多网民热议。 

 

2.全网度关注情况 

在全网话题关注度的统计中，最活跃的平台是微信，占比达到 82.5%。其它

媒体的占比情况为：微信公众号 （160篇）占比为 82.5%。微博 （14篇）占比

为 7.2%，网站（20篇）10.3%。 

 

 

3.网民观点分析 

内蒙古动车调整事件影响范围主要集中在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和乌兰

察布四个城市，其中鄂尔多斯地区的网民讨论热度最高。 

（1）网民倾向性分析 

 

82.5%

7.2%

10.3%

全网关注度情况

微信 微博 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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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民倾向性调查中，持支持态度的占据 32%；居于其次，持中立态度的占

据 30%；28%的人持反对态度；只有 10%的人持中立态度。 

 

（2）网民态度分析 

 

 

 

从网民态度来看，针对“呼包鄂乌动车调整事件”主要存在四种观点，其中

占比例最高的观点为“东胜东站距离市区太远，不方便出行”，约为 45%。其次

的观点是“动车调整利于市民出行”，约占 30%，此外，还有 21%网民对认为“在

准格尔旗停车时间较短”此外还有一些网友在评论中给出了一些出行建议。 

 

32%

28%

30%

10%

网民倾向性分析

支持 反对 中立 不关心

45%

30%

9%

16%

0 5 10 15 20 25 30

东胜东站距离市区太远，不方便出行

动车组调整利于出行

在准格尔旗站停车时间较短

其他

网民态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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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舆情点评 

呼包鄂乌动车调整事件，涉及到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乌兰察布四市

市民的出行问题，因此受到广泛关注，特别是鄂尔多斯新增东胜东站，更是受到

鄂尔多斯市民广泛热议。原本是一件利民的好事情，可是在事件扩散时却产生一

些质疑的声音，如东胜东站距离市区较远，东站地址不明确等，带来一些负面效

应。因此，政府在应对此类事件时，应该及时的回应民众的质疑，解释建站的合

理性。此外还应该加快道路建设、完善公共交通系统，消解民众的质疑。与此同

时，当地媒体应该起到“喉舌”作用，积极帮助政府做好宣传工作，共通消除民

众的质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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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国内热点舆情速览 

编

号 
热点舆情 微信阅读量 网页提及量 

01 中美贸易战 2676W+ 1650W+ 

02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490W+ 508W+ 

03 

4月 1日起，微信、支付宝等

应用扫码付款将限额，静态

扫码每天最高 500元。 

69W+ 312W+ 

04 
白银连环杀人案 3月 30日公

开宣判 
18912 408W+ 

 

 

 

小组成员： 

达古拉 李扬 宁丹娜 梁蓓 王艺卓 张玮钰 王坤 

 

https://mini.eastday.com/a/180328082357876.html?qid=sogourecipc&vqid=5Lmg6L-R5bmz5ZCM6YeR5q2j5oGp5Li-6KGM5Lya6LCIMjAxODAzMj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