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阿拉善盟委员会宣传部 

关于对疫情防控期间全盟舆情信息工作 

不足之处及对策建议的报告 

 

自治区党委宣传部： 

    根据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有关要求，现将疫情防控期间阿

拉善盟舆情信息工作情况、不足之处以及对全区舆情工作的

意见建议报告如下： 

舆情信息是对社情民意的反映。舆情信息工作是对社情

民意的收集、整理、分析、报送和反馈，是关系宣传思想文

化工作大局的基础性工作，也是各级党委了解社会动态、分

析形势任务、掌握工作全局的重要渠道。在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期间，阿拉善盟委宣传部通过舆情信息工作来了解群众情

绪和心态变化，及时分析研判处置，进而开展相应的舆论宣

传引导，化解社会疑惑和关心关切，坚定了全社会抗击疫情

的信心和决心。 

一、疫情期间我盟舆情信息工作基本情况 

根据 2019 年机构改革要求，按照阿拉善盟委宣传部《三

定方案》要求，舆情信息工作由理论科负责。今年以来，由

于新冠肺炎疫情在全国全区迅速蔓延，相关的社会舆情引导

和管控工作也刻不容缓，迫切需要全盟上下一盘棋，绷紧防

控弦。为进一步做好新冠肺炎社会舆情工作，按照自治区党



委宣传部的要求，阿拉善盟委宣传部于 1 月 25 日启动了全

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防控工作社会舆情日报告工作。 

截止 3 月 6 日，阿拉善盟委宣传部已向自治区党委宣传

部报送社会舆情日报告 40 期，监控盟内及国内外社会舆情

91 条,网络舆情 62 条，提出对策建议 40 条。总体来看，阿

拉善盟舆情基数小，没有大的负面舆情，群众心态情绪稳定，

社会舆情整体稳定。各级网格员人工监控的微信朋友圈和微

信群主要转发的内容多为积极向上的正面信息，没有发现有

害信息，有极个别的不实信息和谣言已经进行辟谣和处置。 

二、主要做法 

在疫情防控期间，为做好社会舆情信息搜集研判应对处

置工作，阿拉善盟委宣传部主要采取了“一保障、两利用、三

发挥、四联动”的工作措施。 

“一保障”是指把领导重视作为重要的工作保障措施，确

保舆情信息工作有序推进。阿拉善盟委宣传部主要领导多次

安排部署信息工作，作出有关批示，提出具体的指导意见；

分管领导对舆情信息工作作出具体部署，每期上报的信息都

要审核签发，每期上级下发的信息通报都要过目签阅。针对

疫情期间的社会舆情信息报送工作，分管领导特别强调要纳

入意识形态工作考核，并下发有关通知要求，为做好舆情信

息报送工作提供了有力保障。 

“两利用”是指利用互联网搜索引擎和利用网信、公安等



部门的专业手段，加强网络舆情的搜集力度、广度和深度。

一是利用互联网搜索引擎。盟委宣传部要求舆情信息员在百

度、360、搜狗等搜索工具中，通过时间、地点、事件、当

事人等众多参数的关键字搜索，快速准确获取网上相关报道

或评论。二是利用网信、公安等部门的专业手段。作为专业

部门，网信办、公安局网安支队通过设置有关的关键字词，

可以获取涉盟涉区涉我国的各类网络舆情。盟委宣传部加强

与网信、公安等部门的联系沟通，要求网信办、公安局每日

报送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网络舆情，进一步加强对舆情信息

工作的统筹。 

“三发挥”是指发挥意识形态网格员、宣传部门全体干部

职工以及亲朋好友的作用，进一步扩展舆情信息工作的“触角”。

一是发挥广大意识形态网格员的作用。下发有关通知，要求

各旗区、盟直 11 类意识形态阵地管理部门组织动员所属意

识形态网格员每日报告社会舆情信息。二是发挥宣传部门全

体干部职工的作用。经征得部领导同意后，在“宣传队”微信

群发布有关提示建议，鼓励宣传部全体干部职工在茶余饭后

积极浏览各类的网络平台，发现相关情况后积极向舆情信息

员报送。三是发挥亲朋好友的作用。鼓励广大网格员和宣传

部门干部职工在平时生活中，积极了解亲朋好友们的关注热

点、议论话题、吐槽抱怨、意见建议等，为舆情信息员提供

有价值的社会舆情信息。 



“四联动”是指准确研判、落实管控、依法打击、正面引

导，四措联动确保舆情应对处置快速有效。在准确研判方面，

网信部门 24 小时不间断监看网络舆情，并对相关舆情信息

传播情况进行跟踪，做到积极核实、科学研判，为妥善应对

处置网络舆情赢得了主动。在落实管控方面，加强属地网络

平台巡查力度，对违规制作发布“阿盟疫情防控最新动态”微

信小程序并转载疫情信息的“小驼峰网络”微信公众号负责人

进行约谈和限期整改，有效维护了疫情期间全盟网络传播秩

序。在打击谣言方面，在阿拉善新闻网首页公布谣言举报方

式，链接中国联合辟谣平台；在“阿拉善发布”微信公众号开

设辟谣专栏，及时澄清谬误，目前已刊发辟谣信息 87 条。

在正面引导方面，统筹全盟新闻、政务网络平台，认真做好

重点网络稿件推送、重点信息及时发布、融媒体产品推广、

网络舆论引导等工作。组织全盟网评员及网络文明志愿者开

展网上舆论引导 50 余次，有效引导了网络舆论。 

三、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一）舆情信息工作队伍不稳定，工作网络不够健全。

我盟从 2016 年起建立了覆盖各旗区、盟直宣传文化系统单

位的舆情信息工作网络，但由于盟委宣传部和各旗区宣传部

没有单设舆情信息科，这项工作没有固定科室和固定人员来

承担，多为内部临时抽调兼职开展工作，而且经常更换人员，

信息员队伍不稳定问题较为突出。同时，我盟还没有建立一



个覆盖不同社会群体的信息直报点，如企业、社区、高校等，

舆情信息工作触角还不够完善。 

（二）部分地区部门对舆情信息工作认识不清、重视不

够。认为舆情信息工作可干可不干，网络未建立、人员未配

备，还存在迟报、漏报甚至不报舆情信息的情况。在疫情期

间，由于基层反映和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关于减轻基层负担的

通知要求，从 2 月 7 日起，我部不再硬性要求每日报送社会

舆情信息,仅要求有情况随时报送社会舆情信息。由此导致的

结果就是，从 2 月 7 日至今，除网信办外，各旗区宣传部门

和盟直有关部门再也没有报送过有关的社会舆情信息。 

（三）将舆情信息混为网络舆情信息。在与部分旗区部

门领导或干部的工作沟通中，很多人包括领导同志对舆情信

息的基本概念不清楚，以为舆情信息就是网络舆情。在 1 月

29 日至 2 月 7 日这 10 天内，各旗区各部门报送的社会舆情

信息多数是本部门开展的业务工作，与社会舆情基本无关。 

（四）社会舆情搜集手段落后。现有的搜集手段比较单

一，除网信和公安部门有专业系统软件进行监测外，其他地

区和部门（包括宣传部门）都是靠人工在网络上搜索，通过

邮箱报送，费时费力且搜集成效不高。 

四、对策建议 

（一）加强组织领导是关键。各级宣传部门要切实担负

起领导、管理、协调、指导职能，特别注意加强分类指导。



各级宣传部门和盟直有关单位要把舆情信息工作列入重要

议事日程，与业务工作同安排、同部署、同检查、同考核。

各级宣传部门和盟直有关单位主要领导要亲自关心过问舆

情信息工作，重要事项要进行提前研究；分管领导要认真把

关，确保舆情信息报送质量。 

（二）建好工作队伍是根本。要高度重视舆情信息工作

队伍建设，把舆情信息队伍与意识形态网格员队伍合二为一，

把素质高、能力强、能吃苦的同志安排到舆情信息工作岗位，

着力打造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纪律严的舆情信息

工作队伍。加强舆情信息业务培训，通过微信、QQ 等方式

经常性开展线上学习教育活动，与邻近地区加强工作交流，

举办舆情信息员培训班，不断提高各级舆情信息工作队伍的

政治敏锐性、思辩能力和业务水平。 

（三）整合内外资源是重点。对宣传文化系统内，要整

合网信办、文旅广局、社科联、文联、报社、电视台等部门

舆情信息资源，加强舆情信息报送；对宣传文化系统外的盟

直部门，特别是 11 类意识形态阵地管理部门，要通过意识

形态网格员广泛收集敏感舆情，进一步完善舆情信息收集渠

道。要加强与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舆情信息处联系，及时传达

下发舆情工作相关文件要求、舆情综述、舆情报送要点以及

舆情预测方向等，进一步提高舆情信息报送工作效率。 

（四）加强制度建设是保障。把加强舆情信息工作的制



度建设摆上重要位置，进一步建立完善舆情信息工作的任务

分解、情况通报、定期分析、学习培训、评比表彰、年度考

核等一系列制度，明确考核标准，对信息报送、采用情况进

行量化考核，加大引导、督促、检查力度，依靠制度保障舆

情信息工作灵敏高效、科学有序地发展，促进舆情信息工作

的规范化和制度化。特别是要发挥考核“指挥棒”和“风向标”

的作用，制定舆情信息工作年度考核细则，整体纳入旗处级

领导班子意识形态工作考核指标评价办法，提高各地区各部

门对舆情信息工作的重视程度。 

 

 

中共阿拉善盟委员会宣传部 

                            2020 年 3 月 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