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舆情热点分析 

浙江官员因“救灾搀扶照”被免 

【舆情概况】 

 

（“搀扶照“现场，图片源自网络） 

受强台风影响，浙江省温州市泰顺县近日遭遇强降雨、受灾严重。在该县动员救灾

期间，一张泰顺县教育局计财科科长包序威靠他人搀扶过淤泥的图片引发网友热议。事

件发生后，泰顺县教育局 9 月 16 日下午通报，涉事人现已免职接受调查。而包序威表

示：并没像网上传的那样让人抬着去了解灾情，只是在别人帮助下过了一处淤泥。与此

同时，拍照者胡黎明则在朋友圈发辟谣申明并致歉。 



 

 

 

（胡黎明在其微信朋友圈发布的“特别声明”，图片源自网络） 

【舆情大数据】 

（1）采集趋势 

 

从乐思网络信息采集系统即时数据可以看出，该事件的舆情走势呈现先平缓上涨回

落后爬坡式上升的态势。16 日事件发生以后，涉事图片迅速在朋友圈疯传，随后官方

立即发布通报，舆情得到进一步发酵，舆情呈现缓慢上升的趋势。随着新闻媒体陆续跟



 

 

踪报道事件，更多的网友加入热议，把舆情推向了高潮，舆情呈现井喷式增长。  

（2）舆情媒介分布 

 

根据乐思网络舆情监测系统数据，新闻媒体占据了媒介分布的一半以上，数量达到

507 条，微信公众号紧随其后，数量为 99 条，两者的占比达到 7成。而网民平台方面，

微博，贴吧分别以 95 条，75 条成为网民的两大发声器。总的来说，此次舆情的发展脉

络是这样的：朋友圈流传“搀扶照”—政府官微回应—拍摄人致歉—媒体跟进报道，网

友热议事件。 

（3）舆情关键词 

 



 

 

 

【舆情热议】 

@平壤司令官：工作中遇到点小困难得到朋友或同事的扶助一下也拿来过度解读，

只有吃大锅饭，共踩泥泞路才是为民服务吗？枉为贵县的教育局！ 

@生哥 JasonLin：并没有过度解读，毕竟图片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挖鼻]所谓的

拍摄者的澄清只不过是因为压力甚至于被威胁的吧[挖鼻]毕竟天朝这种事事实上也看到

过不少了 

@赤松之子：有雨鞋的帮助没雨鞋的不很正常吗 难道要先去逛商店买双雨鞋再

来？还是必须光脚踩水里你才高兴？最好还摔一身泥你就高潮了是吧 有次下雨天我

运动鞋我朋友拖鞋，他也是差不多这样架我过的。这事究竟对不对？我是平民对？他是

官就错了？说好的对事不对人呢 就算错了，有严重到开除吗 

【舆情分析】 

“救灾照”成了“乌龙照”，在人人都是发声器的互联网时代，这样的事情屡有发

生。此前，“表哥”杨达才舆情的发酵就是从一张在事故现场的微笑照片开始的，当大

家都怀着沉痛的心情时，他却站在人群微笑。结果网友经过人肉搜索后，发现他拥有多

块名表、高价眼镜、名牌腰带等，此后，经陕西省纪委调查，杨达才被撤销省安监局局

长等职务，并给予开除党籍处分。鉴于之前杨达才的案例，大家把包序威与其归为一类

也在所难免。这是典型的通过网络传播迅速升级的舆情事件，针对此事，社会各界有不

同的看法： 



 

 

1.认为官方的处理方法欠妥，缺乏底气。包序威事后很快被县教育局免职，教育局

给出的理由是“鉴于该舆情已对全县抢险救灾工作造成较大负面影响”。官方及时，统

一通报事件，控制舆情发酵，防止谣言滋生本是正确的。然而，在事情还未查清楚的情

况下贸然解雇当事人。而当记者联系泰顺县教育局办公室询问包序威被免职的事情时，

对方表示有关此事的信息由泰顺县委宣传部统一发布当地政府这种前后口径不一的说

辞，实在难以令人满意，这与杨达才事件的官方处理方式形成鲜明的对比 

2.认为包序威的行为不当。不少网友直接转发这张照片并发表评论。“温州市泰顺

县的领导去灾区是这样的，抗灾的朋友们应该给他弄个轿子坐着去灾区”、“泰顺县教育

局领导包旭威，救灾现场让人抬着出入！”同时，很多人质疑官员是去救灾，还是为救

灾添乱? 包序威前去受灾一线视察灾情，居然不穿雨鞋或雨靴，这是去救灾还是走马观

花？是缺乏起码的常识，还是根本就不在工作状态，只是做做样子?在如此紧急的灾情

中，还顾惜自己的鞋子，过个积水也要别人搀扶。 

3.对拍照者的时候道歉不买账。照片拍摄者道歉称拍照只是想“体现灾情面前人与

人之间相互救助”，没想到最后完全变了味道，这是被人过度解读了。很多人质疑，拍

照者解释的 “想体现灾情面前人与人之间相互救助”，为什么那么多感人的救灾场面不

理会，即使就在身旁的搬沙袋的民工也视而不见，偏偏焦点只关注领导?其背后是否受

到官方的压力？当地政府面对质疑，也没有及时回应，造成坊间猜测，也在所难免。 

纵观近年来的众多舆情案例，引爆危机多半是由于互联网时代政府舆情预警不及时，

导致舆情应对处置的滞后和不当，给舆情危机发酵留足了时间。而危机曝光后，公众、

媒体与政府对事件信息掌握的不对称又导致了流言、谣言、虚假信息的滋生。因此，政

府建立科学的舆情监测机制就显得尤为必要了。当地政府在此次事件中的舆情应对及时，



 

 

舆情处理上统一口径，这样的做法值得学习。然而，在事前的舆情监测方面的欠缺，对

事后舆论情况的不了解的情况下，当地政府失去了控制舆情发展的主动权，给自身带来

了不良影响。政府部门在往后的工作中，一定要吸取教训，防止由于缺乏舆情监测和科

学的应对能力造成的不良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