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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微博在重大自然灾害事件中的传播策略
——以“7·20”河南暴雨中的《人民日报》微博为例

◇王海燕 董春艳

一、《人民日报》微博在“7·20”河南暴雨中的传

播特点

（一）高强度密集报道，提升灾情关注度

2021年7月20日17时34分，《人民日报》微博发

布第一条关于河南暴雨灾情的微博，随后便开启24

小时全天候跟进报道模式，7月20日至7月21日，以

平均每半个小时更新一次的频率连续发布，实时播

报河南暴雨灾情变化。《人民日报》微博对暴雨的高

强度关注，大大缩减了灾情变化与信息传达之间的

时间差，满足了危机环境下受众渴望得到大量有效

信息的需求。由于《人民日报》微博连续三天的高强

度密集报道，快速扩大了“7·20”河南暴雨事件的影

响范围，提升了河南省灾情在舆论场的关注度，也使

相关部门意识到灾情的严重性。。

（二）原创内容占比大，表现形式多元化

《人民日报》微博在信源选择上重视采编一手信

息，追求信息原创性。除去帮助转扩相关部门的救

援信息和气象部门的天气信息以外，其内容多为《人

民日报》记者在抗洪救灾前线采写的原创信息，内容

的真实性、时效性以及自身权威性能够得到充分保

障。在突发自然灾害事件中，特别是影响重大、性质

恶劣的事件，人们希望更多地了解现场状况，微博配

发单张图片已经难以满足粉丝对信息的迫切需求。

为了更加详尽及时的报道灾情，“7·20”河南暴雨事

件中《人民日报》微博使用“文字+图片”“文字+视

频”“文字+链接”等多种发布形式，不仅能够保障信

息的完整性与可读性，而且增强了微博内容的现

场感。

（三）内容涉及面广，信息供给充足

“7·20”河南暴雨事件中，《人民日报》微博发布

的86条微博内容涉及灾情通报、伤亡情况、救援信

息、政府支援、知识科普、加油祈福、辟谣信息等众多

类型。其中灾情通报、救援信息、政府支援和伤亡情

况类微博占比较大，分别为23%、22%、19%和14%。

因为在重大自然灾害面前，灾情进展、救援信息和伤

亡情况是受众最为关心的话题，所以相关内容的微

博占比较大。除了这三种类型外，政府支援类信息

占比相对较高，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政府及媒体在应

对重大自然灾害中的主动作为。

二、《人民日报》微博在“7·20”河南暴雨中的作用

（一）及时播报灾情信息，履行环境监视功能

在“7·20”河南暴雨事件中，《人民日报》微博首

先及时发布暴雨、雷电等天气预报信息和停水、停电

等日常生活信息，提示广大市民做好准备、及时防

范。比如《一张图告诉你河南暴雨有多大》《直播关

注！#郑州暴雨晚高峰#》等。其次是发布重要险情

信息，提醒市民做好防备，以便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

损失。比如《转发提醒！#郑州塌方和积水点汇总#》

《急扩！#郑州常庄水库将泄洪#，做好立即撤离准

备！》等。最后是提供救援互助信息，小编汇总了郑

州暴雨避险场所、漏电区域、救援电话等，转发扩散给

需要的人。比如《转扩！#郑州科技馆停车场开放#，

提供热水泡面》《扩散！持续更新！#郑州暴雨互助

信息#》等。

（二）发挥综合服务功能，主动承担社会责任

在“7·20”河南暴雨事件中，《人民日报》微博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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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主流媒体的社会责任，在及时发布暴雨预警、抢险

救援、自救指南、安全提示等信息的同时，还提供紧

急救助、慈善募捐、物资求助、健康教育等社会服

务。另外，《人民日报》微博还发布了#河南人加油#、

#郑州挺住#、#和河南一起扛#等安慰民心、鼓劲加油

的话题微博，为河南人民抗洪抢险、战胜灾难提供了

精神力量和必胜信心。

（三）增强舆论引导力，凝聚传播正能量

当互联网成为舆论生成和引导的主战场，《人民

日报》微博在“7·20”河南暴雨中，设置和发布了众多

救灾援助、见义勇为、英雄事迹等正能量话题和信

息，提高了网络舆论场中主流媒体的传播力和引导

力。《人民日报》微博大量有关人民子弟兵、消防队员

和志愿者驰援河南抗洪救灾现场的新闻报道，充分

展现出中国人民在灾难面前众志成城、万众一心、不

畏艰险、互相帮助的精神品质，用空前的凝聚力和向

心力来主导受众的意识和情绪，为抗洪救灾的最终

胜利营造了积极和谐的舆论环境。

三、《人民日报》微博在“7·20”河南暴雨中的舆

论引导

（一）发挥主流媒体优势，主动参与议程设置

传统媒体时代大众传媒通过“议程设置”功能有

效引导舆论，互联网时代“议程设置”仍然是网络舆

论引导的重要途径和方法，不过要充分利用网络平

台自身的特点，发展和创新“议程设置”模式。比如

在微博平台，可以通过创建和主持话题，吸引用户参

与讨论，一旦话题达到一定的讨论量，就被平台的算

法推荐功能推上热搜，进入热搜就起到了“议程设

置”的作用。在此次“7·20”河南暴雨事件中，《人民

日报》微博设置各种抗洪抢险、救援互助、加油鼓劲

的话题，吸引政府机构、媒体单位和广大网友参与互

动，形成正能量热门话题。

（二）构建微博传播矩阵，实现多元主体互动

《人民日报》微博和《人民日报》评论、《人民日

报》海外版-海外网、人民网、《环球时报》等相关微博

账号共同发力，构建了突发事件传播中的人民系微

博传播矩阵。另外，互动是微博平台的重要优势，在

突发事件的传播中央媒微博要重视与地方媒体微

博、政府机构微博和广大粉丝的多元互动。粉丝的

转评赞是信息进行二级传播和多级传播的重要方

式，因此媒体微博要“放下身段”，加强与粉丝的互

动。首先，粉丝毕竟是灾难的亲历者，一线粉丝可以

提供灾情和救援的最新信息；其次，在热门评论中可

以听到网友的真实声音，有助于进行舆情打捞和针

对性地舆论引导。通过与地方政府机构、媒体微博

的互动可以第一时间掌握权威信息，同时结合多方

力量，形成传播合力，共同营造良好的舆论生态

环境。

（三）做好信息“把关人”，及时遏制谣言传播

新媒体的信息传播速度快、信息庞大、涉及广、

受众多，善于创造受众认为的“事实”，从而影响人们

对真相的理性认识。在突发事件发生之际，面对社

交媒体平台发布的纷繁复杂的信息，普通网民由于

受媒介素养所限，无法正确地辨别信息的虚实，导致

流言谣言滋生。虽然社交媒体平台也在不断完善辟

谣机制，比如开通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微博辟

谣等账号，但是谣言作为网络顽疾始终不能彻底消

除。因此，传统媒体微博不仅要当好灾难一线现场

的“播报员”，而且要发挥其新闻专业主义精神，主动

履行“把关人”职责，联合微博平台快速辟谣，澄清事

实。对于有关灾情的重要新闻，媒体微博要在第一

时间进行筛查与求证，不仅要传递真实重要的信息

内容，同时也要将谣言信息尽早公之于众，在最大程

度上缩小谣言带来的负面影响。比如在“7·20”河南

暴雨事件中，《人民日报》微博发布的标题为《辟谣！

#郑州进入特大自然灾难一级战备状态为谣言#》等

微博，有效遏制了相关谣言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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