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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事件：不要被“热搜”绑架

一、热点概述

网络舆情可以反映出一个地方的社会治理水平，倘若负面舆情多发高发，本质上说明社会治理存在

不足。因此，正确应对网络舆情对于提升社会治理水平十分重要，但要警惕的是出现“热搜恐慌”等现

象。当前，一些地方特别是基层对舆情过度敏感，一旦涉及本地的相关话题冲上“热搜”，便噤若寒蝉、

草木皆兵，感觉“被架在火上烤”，导致治理决策被“热搜”绑架，工作陷入被动。基层工作被“热搜”

绑架，背后的原因和衍生的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二、答题素材

1.事实（举例）论证：

对于“热搜”应该辩证地看。不可否认，“热搜”在放大正面声音、改进政府治理、推动问题解决

等方面发挥的作用不容小觑。比如，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问题，我国外交部发言人犀利诙谐的言论频上

“热搜”，让网民直呼“过瘾”、拍手叫好，有力展现了自信自强的中国形象。去年 11 月，“网友吐

槽政务大厅全天工作 6 个小时”话题冲上“热搜”后，当地紧急出台整改措施，网民赞其“闻过即改，

很难得”。可遗憾的是，“热搜”并不总是带来好处。当某个话题进入“热搜”榜单，容易引发“舆论

狂欢”，一些基层地方或单位被“热搜”绑架的问题值得警惕。

实践证明，网络舆情的确起到了促进社会矛盾和问题得以解决的作用，然而一些地方由此产生了跟

着“热搜”作判断的“路径依赖”。一些社会问题初期可能没有突出危害，民众也没有觉察，但若登上

“热搜”榜单便会引发广泛的关注和思考，从而促使有关部门采取行动、解决问题，类似的案例不胜枚

举。像“33 吨井盖被哄抢警方不立案”等话题登上“热搜”榜后，地方政府立即出面予以澄清、纠偏，

在舆论的聚光灯下问题很快得以解决。然而，有的地方把上了“热搜”等同于工作出现了问题，即使工

作中本来没问题，但面临“热搜”也会采取“一刀切”举措。

2.道理论证：

（1）一些领导干部应对“热搜”存在“本领恐慌”。“热搜恐慌”一定程度上源于“本领恐慌”，

一些领导干部错误地以为，撤掉“热搜”、删除帖文，就等于事情“翻篇”了。于是乎，有的选择在“热

搜”舆情面前保持沉默；有的选择避重就轻，不顾事实一味否认；有的选择敷衍应对，对于网民提出的

质疑不能给出有信服力的解答，导致舆情持续发酵。事实上，舆情应对的关键在于解决问题，只有正面

应对，不被“热搜”裹挟，才是应有之策，寄希望于删帖也好、撤“热搜”也好，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

问题。

（2）所谓网络舆情，通常指的是公众借助互联网表达对现实生活中一些热点难点焦点问题的看法，

呈现出较强影响力和倾向性。但需要注意的是，并非所有的网络舆情都需要政府处置。网民关于社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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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正常讨论不仅不该被排斥，而且是一个开放包容的社会应该提倡的。倘若相关舆情涉及到对重大政

策措施误解误读，或危害公众切身利益，或严重冲击社会道德底线，或在突发事件处置和自然灾害应对

中造谣传谣等，政府进行及时有力处置是很有必要的。

3.对策建议：

（1）地方决策要辨别“热搜”，警惕被“热搜”带节奏……

（2）相关部门和领导干部对于“热搜”应冷静分析，有针对性地处置……

（3）对于网友经常反映的问题，有关部门要及时处理，尽量让舆情少上“热搜”……

三、出题方向

（一）你怎么看？

1.网络舆情可以反映出一个地方的社会治理水平。而当前一些地方特别是基层对舆情过度敏感，

一旦涉及本地的相关话题冲上“热搜”，便噤若寒蝉、草木皆兵，感觉“被架在火上烤”，导致治

理决策被“热搜”绑架，工作陷入被动。对此，你怎么看？

◎审题判断——你怎么看？（热点现象类）——答题结构【点题/破题-影响-原因分析-过渡-对策-

总结结尾】

◎解题思路

第一步——点题/破题：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社交媒体的发展，网络舆情已经成为了反映社会治理水平的重要窗口。而当前

一些地方决策被“热搜”绑架，导致工作决策陷入被动，我认为这件事情我们需要理性看待……

第二步——影响：

一方面，“热搜”对于放大正面声音、改进政府治理、推动问题解决起着重要作用，外交部发言人

犀利发言出圈，政务问题上“热搜”秒解决都是上“热搜”好处的体现……

另一方面，“热搜”可能导致治理决策的盲目性。当地方政府过于担心舆情的影响时，可能会在没

有充分了解事实的情况下做出仓促的决策，从而影响决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此外，一些地方政府对“热搜”过度敏感，不管网友说什么，一味地想将“热搜”降下来，也可能

引发恐慌和不必要的社会焦虑，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和谐……

第三步——原因分析：

第一，一些领导干部应对“热搜”存在“本领恐慌”，对于网民的质疑不能给出有信服力的解答，

消极应对“热搜”……

第二，有的部门一旦看到出现“热搜”，不问青红皂白就给基层施加压力、要求处理，甚至问责基

层干部，这让基层很害怕相关工作出现在“热搜”上……

第三，一些地方产生了跟着“热搜”作判断的“路径依赖”，借网络舆情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第四步——过渡：

破解社会治理被“热搜”绑架的问题，我们还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作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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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步——对策：

第一，正确看待网络上的批评和争议。地方政府和官员应正确认识“热搜”，将其视为了解民意、

改进工作的重要途径，提高应对舆情的能力和素质。在面对舆情时要保持冷静客观，深入了解事实真相，

避免盲目跟风。同时也要加强与公众的沟通和互动，及时回应公众关切，增强公众对政府的信任……

第二，仔细辨别“热搜”，理性回应。网络世界鱼龙混杂，人为制造“热搜”、借助争议性话题“带

节奏”“带情绪”等事件不断发生。政府及官员要不断提高辨别能力，以防被“热搜”牵着鼻子走。对

于政策出台后的舆论沸腾，有关部门应保持足够的自信，审慎决策，敢于发声、善于发声……

第三，不能过度依赖“热搜”解决问题。对于那些长期存在、网民经常反映的问题，地方政府应该

及时予以解决和回应，不能等到有了舆情、上了“热搜”才火速研究应对办法。而在线下，政府也要不

断地倾听民声，吸取民意，不断强化治理水平，从根源上解决上“热搜”问题……

第六步——总结结尾：

各级政府越来越重视网络舆情，这并非坏事，但是社会治理的最终目的，不仅仅在于能否经得起“热

搜”考验，而是在于不管上不上“热搜”，政府都能将事情办进老百姓的心坎里。我相信通过以上几方

面行动，政府能够直视“热搜”、正视“热搜”，积极回应百姓的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