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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微信朋友圈灾害事件信息传播引导
汪　 莉

(西华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ꎬ四川 南充 ６３７００２)

摘　 要:人类躲灾避险的本能习性ꎬ决定了灾害事件信息极易成为社会公众的共鸣性话题ꎮ 微信朋友圈的灾害事件信息传播

容易诱发网络舆情ꎬ对灾害事件的网络“舆情管理”形成倒逼ꎮ 在实证分析微信朋友圈灾害事件信息传播特征及存在问题的

基础上ꎬ认为应从最大程度凝聚社会防灾减灾力量出发ꎬ对微信用户群体的防灾避险利益诉求进行再认识ꎬ从全社会防灾减

灾层面ꎬ通过科学、正确的灾害事件信息传播引导ꎬ将微信朋友圈建设成为防灾减灾的信息平台和灾害知识学习的网络社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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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信朋友圈的灾害信息传播ꎬ反映了自媒体时

代人们对灾害的一种认知和防灾思维方式ꎮ 在微

信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方式的今天ꎬ社会公众处

理灾害事件信息时通常“更愿意通过微信参与信息

传递与寻求他人的意见” [１]ꎬ用“文字、语言、图像等

象征性符码” [２]与他人情景化地分享自己对灾害事

件的见解以及与之有关的防灾思考ꎮ 在基于信任

而结成的微信朋友圈中ꎬ灾害事件信息会在互动传

播过程中影响、改变甚至固化朋友圈受众的灾害意

识和防灾理念ꎬ使受众在“自我保护、自我关怀”的

心理驱动下ꎬ形成灾害信息传播的共同情感ꎬ进而

引发灾害事件信息传播的网络舆情ꎬ并对灾害事件

的网络“舆情管理”形成倒逼ꎮ 充分认识自媒体在

防灾减灾上的传播影响ꎬ加强对微信朋友圈灾害事

件信息传播引导ꎬ对于推进全社会防灾减灾工作具

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ꎬ也是本研究的重点ꎮ

一、微信朋友圈灾害事件信息传播特点

“灾难是一个被建构和被诠释的过程ꎬ不单单

关涉一个群体切身承受的苦难ꎬ而且发展成为与其

他社群相连接的公共话题” [３]ꎮ 微信朋友圈灾害事

件信息传播特点主要有以下几点ꎮ
(一)应用过往灾害事件信息传承灾害记忆

微信朋友圈时常会在一些重要敏感时间ꎬ如灾

难纪念日、季节更替、突发自然现象等节点来临之

际ꎬ以适合微信传播环境和微信用户阅读习惯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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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方式ꎬ推送沉睡已久的灾害事件历史记录文字、
图表、图案、视频和图片等ꎬ在传承灾害记忆的同时

唤起人们对灾害的警觉ꎮ 通过对灾害特征、受灾情

形作形象直观的展示和解读ꎬ使灾害的“历史真实”
和防灾的“现实紧迫”直观地呈现在微信受众面前ꎬ
让曾经悲伤、沉重的灾害话题ꎬ在今天的网络时空

中再次具体、透彻地感染微信用户的情感ꎮ
再次传播的过往灾害事件信息ꎬ契合了大众的

防灾避险心理ꎮ 它会促使受众在求知需求的驱动

下ꎬ进一步增强对灾害事件的了解ꎬ让人们“从过去

与现实的灾害事件和灾害体验当中ꎬ总结经验教

训ꎬ增强风险意识和防灾意识” [４]ꎬ并“从历史记忆、
在地经验、传统文化和其他灾害经验中获得灾害治

理启发” [５]ꎮ 灾害记忆的传承和防灾避险需求的延

续ꎬ会在互动交流的过程中激发微信朋友共同的信

息认知情感ꎬ进而引发灾害事件信息推送的效仿ꎬ
形成灾害信息传播的涟漪效应ꎬ这在一定程度上会

促进防灾知识的普及和传播ꎬ同时也增强了微信受

众的防灾自我保护意识ꎮ
(二)应用多种传播方式呈现灾害细微情景

微信朋友圈传播灾害事件信息时ꎬ通常会应用

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不同方式ꎬ对灾害事件的

细节和痕迹作细微情景展示ꎬ以缩短受众对灾害的

感知距离ꎬ营造起“直面灾难、再现灾难”的细腻感

知环境ꎬ使微信受众在对灾害细节情景的感悟中ꎬ
以小见大“反思灾难、穿透灾难ꎬ借由灾难去思索更

多” [６]的有关灾害防范的事宜ꎬ如用渗透了情感的

语音讲述灾害情景ꎬ以便让受众“耳朵听到的声音

在听的过程中被翻译成作为知觉对象的声音” [７]ꎬ
使灾害事件“内容的表达与感染力的表现被更好地

展示出来” [８]ꎬ以调动受众的思绪做出更为贴近灾

害实际的景象判断ꎮ 而一条地震灾后图片或视频

资料在微信朋友圈中一经上传ꎬ其独特视角所呈现

出的灾害事件情景细节ꎬ会进一步让受众充分、透
彻地感知灾害的真实ꎬ进而在朋友圈中引发更多地

震灾害细节情景展示ꎮ
以多种传播方式展示的灾害事件细节和痕迹ꎬ

不仅让受众加深了对灾害的深度认识ꎬ同时也让受

众更加直观、透彻地理解灾害预警、应急响应、施救

措施、灾后重建和人文关怀等救灾行为ꎬ它既助推

防灾知识的快速传播ꎬ同时也警示人们应当更为审

慎地对待微信灾害事件信息传播ꎮ
(三)应用典型事例传播防灾知识和技能

选取典型灾害事例ꎬ讲述防灾避险知识、物资

贮备和逃生技能的使用ꎬ是微信朋友圈灾害事件信

息传播最为常见的方法ꎮ 如微信群中曾广泛流传

的«海啸时ꎬ安全知识救人命»信息ꎬ就是讲述 ２００４
年印度洋海啸发生时ꎬ一名英国女孩凭借所学灾害

知识ꎬ预测到海啸将要来临ꎬ进而挽救了海滩上大

约 １００ 名游客的一个真实事件ꎮ 这个以身临其境、
真实的海啸灾害体验的典型事例ꎬ以防灾知识运用

的直接效果ꎬ有效传播了海啸灾害常识、防范措施、
避险方法ꎬ极其富有抗灾避险的传播感染效力ꎬ迅
速引发了微信受众对海啸灾害防范的情感共鸣ꎬ促
使该条微信快速在“表达与分享生活经历和认知感

受”“规模各异、圈层交叠的信息传播网络” [９] 微信

朋友圈中广为传播ꎬ极为有效地宣传了海啸灾害防

范知识ꎮ

二、微信朋友圈灾害信息传播存在的主要
问题

　 　 防灾话题“是最受关注ꎬ最能广泛代表人们利

益的话题ꎬ具有跨越朋友圈传播的能量” [１０]ꎮ 微信

朋友圈灾害信息传播要达到“通过传承灾害记忆达

到防灾减灾的目的” [１１]ꎬ需要解决以下主要问题ꎮ
(一)灾害事件信息发布门槛低ꎬ存在较大使用隐患

施救行为的产生应当是一种基于经验积累的

临灾应变举措响应ꎮ 不同灾种发生情形和防范措

施各不相同ꎬ灾种(地震、沙尘暴、雪灾、洪涝等)的

多样性和发生时间的不确定性ꎬ给全面的防灾教育

增添了难度ꎬ同时也让虚假不良信息的传播有了可

乘之机ꎮ 一些微信用户以表情包、语音、视频等多

种方式随意发布灾害信息ꎬ个别的甚至“重构议程

或重新设置议程”ꎬ以“线上‘展现诉求’的方式” [１２]

变相发布特定灾害信息ꎮ 在传播多灾种的灾害救

助经验参照信息的掩饰下ꎬ以虚构灾害事件、虚假

灾害情节和防灾方法等误导受众ꎮ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在

微信朋友圈热传的“武汉洪水引发泥石流”视频ꎬ就
是一例较为典型的案例ꎮ 发布者以传播洪灾、泥石

流灾害信息为掩饰ꎬ将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９ 日新疆伊犁

某县暴雨引发泥石流的视频ꎬ虚构成“武汉洪水引

发泥石流”ꎬ将视频图像上传到微信朋友圈ꎬ试图以

微信灾害图像的媒介议程去设定公众议程ꎬ让受众

在被感染的过程中认识“武汉洪水引发泥石流”这

个议题的重要ꎮ 这个时长 ３３ 秒的视频ꎬ以浑浊的洪

水卷着泥土木材和一辆 ＳＵＶ 车辆肆虐而过的灾害

情景ꎬ去强化朋友圈受众对视频图像的记忆ꎬ误导

和加重了人们对灾害发生的焦虑ꎬ一度引发了社会

不安ꎮ 一些微信用户信息发布缺乏人文关怀精神ꎬ
过度展示灾难细节、灾难的血腥恐怖和受灾人员的

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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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惨ꎬ冲击受众的心理承受能力底线ꎮ 以臆测的灾

害潜在风险预警、来源不明的灾情信息和灾害谣言

引发社会恐慌ꎮ 信息发布门槛较低的微信朋友圈ꎬ
不仅影响了网上灾害教育的有序进行ꎬ也严重干扰

了公众对防灾知识和技能的学习ꎬ使受众的防灾信

息使用存在巨大的安全隐患ꎮ 另一方面ꎬ圈内群友

之间随意的灾害事件信息传播互动ꎬ存在盲目从众

传播不确定信息的风险ꎮ 具有一定轰动效应ꎬ吸引

眼球的一些内容失真的灾害事件信息ꎬ会以讹传讹

地在圈中被二次传播ꎬ出现“一人生病ꎬ众人吃药”
的圈内误传误导现象ꎬ极大影响社会防灾教育的正

常秩序ꎮ
(二)内容雷同重复ꎬ“有效信息”传播不够全面

灾害信息传播意识及行为倾向构建ꎬ受灾种发

生和灾难程度的影响ꎬ且伴随着救灾的推进而增强

并达到峰值ꎮ 当灾害已经发生并带来现实警示时ꎬ
微友们会由此而激发出对特定灾种的防灾知识与

信息传播热情ꎬ并将关注目光重点放在灾害后果ꎬ
频繁地用大量灾害损失信息不断告诫人们“不但要

重视灾后的反应措施ꎬ更要重视灾前的防御工作”ꎮ
要让防灾教育实现“从灾后‘响应文化’向灾前‘预
防文化’转变” [１３]ꎮ 微友们圈中传播的灾害事件信

息ꎬ看似数量庞大ꎬ但大多是内容雷同、重复、啰唆ꎬ
相互从众跟风的转发传播ꎬ并没有向受众提供丰

富、全面和连续的事件信息ꎬ难以完全满足受众的

知情权ꎮ 真正有助于人们全面提升防灾认识的信

息ꎬ有新意、有深度、有广度、有传播价值和潜在影

响力的信息并不多ꎮ 针对受众防灾信息需求ꎬ从社

会防灾的角度ꎬ全面持续推介防灾知识、解析灾害

应对方法的“有效信息”传播极为有限ꎬ防灾减灾也

没有成为一种信息传播思维习惯ꎮ 而随着灾害事

件处理的结束和影响的淡去ꎬ微信朋友圈基于个人

认知习惯谈论灾害事件的热情会大幅降低ꎬ对该种

灾害的防灾意识也会渐渐弱化ꎬ相关灾害事件信息

传播数量也会随之而大幅减少ꎮ
(三)互动传播众说纷纭ꎬ灾害事件信息真假难辨

由于认知差异和信息来源渠道的不同ꎬ微友们

对灾害事件的认识和信息传播侧重点也各不相同ꎬ
互动传播过程中众说纷纭谈论同一事件的现象时

有发生ꎮ 一些并不具备灾害防范专业知识和传播

技能的微信用户ꎬ仅凭一股防灾的激情就在圈中简

单草率地发布灾害事件信息ꎬ他们有的一知半解或

断章取义解读灾害事件ꎬ有的以拼凑组合甚至主观

臆造方式生编硬造灾害应对方法ꎬ有的凭自己的好

恶想当然地谈论灾害追责等ꎬ五花八门的灾害事件

信息ꎬ让人难以判断真假ꎮ 且由于其所提供的知识

内容并不科学精准ꎬ提出的灾害应对措施缺乏可操

作性ꎬ发布的信息帮助缺乏有序性和系统性ꎬ不仅

增加了受众理解和解读的难度ꎬ也时常导致真实的

灾害事件信息被边缘化ꎮ 如讲述洪水中逃生方法

时ꎬ在解读山洪来临躲的方法中ꎬ微信圈中就有“站
在房顶上”“爬在树上”“向山上跑”“躲在家中”“向
山下跑”等多种说法ꎮ 这些各执一词真假难辨的灾

害应对方法ꎬ难以让人完整、全面、准确地了解和掌

握灾害防范知识ꎬ增大了灾害事件信息多元解读的

负面作用ꎬ不仅影响社会公众正常的灾前网上防灾

知识学习ꎬ弱化了朋友圈受众的防灾减灾意识ꎬ增
大了信息解读的误读误判ꎮ 同时也会在灾害来临

时ꎬ导致自救互救知识的缺乏和误用的情况发生ꎮ

三、微信朋友圈灾害事件信息传播引导的途
径和方法

　 　 “任何可能发生在平民身上的灾难ꎬ其实都是

‘所有人的灾难’ꎬ不管它是自然灾害还是人为灾

害” [１４]ꎮ 传承灾害记忆留存ꎬ将防灾减灾工作融入

社会公众生活之中ꎬ必须加强对微信朋友圈灾害事

件信息传播的引导ꎮ
(一)整合资源ꎬ强化防灾信息数据供给

化解公众灾害事件信息不足和不对称的焦虑ꎬ
最大限度减少微信传播中信息被误读误判ꎬ关键在

于提高全社会灾害管理能力和水平ꎬ科学规范传播

灾害信息ꎬ加强防灾减灾信息供给ꎮ 管理层应当切

实加强防灾减灾信息管理ꎬ不断强化灾害事件信息

的整合与推送ꎬ以音频、视频、图片和文字等多种形

式ꎬ为社会公众传播提供丰富的灾害数据资源信

息ꎬ助推微信朋友圈以科学的认知正确认识灾害事

件ꎬ全面传播防灾“有效信息”ꎮ
１.加强公众号管理ꎬ主动发布防灾信息ꎮ 在健

全救灾体系的同时ꎬ努力提升应急管理水平ꎬ充分

利用官方微信公众号为微信用户提供更多更好的

信息传播数据资源支持服务ꎬ不仅显现出管理层机

构在灾害事件处理上的主动发声和适时快捷的灾

害事件信息传播ꎬ也更能最大限度地确保社会公众

快速知晓政府应对灾害事件的真实态度和决心ꎮ
各级政府应当加强防灾信息的主动发布ꎬ适时开通

公益性防灾减灾微信公众平台服务号ꎬ主动、有效

地向社会公众推送灾种知识、国家防灾减灾及相关

政策、自救互救知识技能、灾害应急管理等知识和

信息ꎮ 政府职能部门、媒体、企事业单位等应在自

己开通的独立微信公众号中ꎬ针对本行业(专业)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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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特点ꎬ有序推进灾害事件相关知识与信息的推

送ꎬ为微信用户增强防灾减灾意识和个人防灾能

力ꎬ规范灾害事件信息传播行为ꎬ提供相应的防灾

智力支持ꎮ 要适时更新防灾减灾信息内容ꎬ注重以

文字、图片和视频等多种形式ꎬ全面传播多灾种的

应急及防灾减灾知识ꎮ 要畅通社会大众用手机便

捷浏览防灾减灾知识的途径ꎬ力促微信朋友圈灾害

事件信息传播成为科学、真实、准确的“有米之炊”
和“有本之木”ꎮ

２.完善信息发布机制ꎬ及时传递权威声音ꎮ 防

灾减灾专业机构(人士)对灾害的科学解读ꎬ具有使

人信服的力量和威望ꎬ可最大限度地消除人们对灾

害的恐慌和疑虑ꎬ使公众对众说纷纭的信息传播有

清晰的科学评判标准ꎬ让微信朋友圈的灾害事件信

息传播具有基本的准则和必要的约束ꎮ 因此ꎬ各级

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和防灾减灾专业机构应当不断

健全和完善灾害信息权威发布机制ꎬ确保灾害信息

发布的权威性、及时性、准确性、严肃性和安全性ꎮ
(１)要加强灾害信息发布管理ꎬ灾害信息必须由政

府授权的部门按照相应的发布权限、流程、渠道和

范围等规定及时发布ꎮ 其他组织和个人不得自行

向社会发布灾害信息ꎮ (２)要强化灾害信息发布系

统建设ꎬ充分运用全国相互衔接、规范统一的灾害

信息发布体系ꎬ实现灾害信息的多手段综合发布ꎮ
要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ꎬ加快灾害信息的传播速

度ꎬ在灾前、灾中和灾后主动地科学解读灾害事件

和灾害事件现象ꎬ第一时间向社会公众发布最新灾

害信息ꎬ持续强化对公众的灾害教育ꎮ (３)要不断

提升权威机构(人士)灾害事件信息发布数量和传

播效率ꎬ用专家权威提供的灾害信息充实微信朋友

圈的传播空间ꎬ以有效的灾害事件信息供给ꎬ破解

微信朋友圈信息获取不对称的困局ꎬ让社会公众第

一时间了解灾害事件的真相ꎮ (４)要大力开展政府

与公众的防灾信息传播互动ꎬ畅通以政府和主流媒

体为代表的官方与公众间的防灾减灾救灾信息互

动渠道ꎬ使公众即时获得真实可靠的“线上”灾害防

范知识帮助ꎬ消除微信用户灾害事件信息传播的知

识、技能和心理恐慌ꎮ (５)要加强灾害信息发布责

任追究ꎬ对不按规定擅自发布灾害信息引发负面影

响的ꎬ要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追究责任ꎮ
３.发挥主渠道作用ꎬ适时推送灾害事件信息传

播范例ꎮ 主流媒体应当充分利用自己毋庸置疑的

公信力ꎬ以及时、准确和全面的灾害事件信息发送ꎬ
对微信用户灾害事件信息传播作示范性引导ꎬ引领

微信朋友圈建构符合社会防灾需求的传播环境和

传播格局ꎮ (１)主流媒体应通过版面、栏目的调整ꎬ
报道时间、时长和文字数量的变更ꎬ文体、图像、背
景音乐的选择等方式ꎬ显著强化防灾减灾信息的推

送频率和传播力度ꎮ 使防灾减灾信息以“大事状

态”存在于公众意识之中ꎬ引导其形成灾害事件信

息传播重要性的判断ꎬ促使微信朋友圈的灾害事件

信息传播议事与主流媒体的信息推送议程同步ꎮ
(２)要针对社会公众迫切希望了解灾害事件真相的

信息需求ꎬ让管理层的直接主管或业界精英去解读

灾害事件ꎬ以精准的防灾减灾知识、救灾举措和事

实澄清等信息提示公众ꎬ引领微信朋友圈灾害信息

传播的舆论导向方向ꎮ (３)要针对微信传播的文本

使用特性ꎬ以通俗易懂、简洁明快和要素齐全的文

本建构ꎬ准确表述灾害事件的全部内容ꎬ如灾害事

件定性、权威机构的解读、发展动态、管理层举措、
民众的呼声等ꎬ让微信用户便捷地掌握、了解灾害

事件的真实情况ꎬ防范可能出现的理解偏差ꎮ (４)
要紧跟事件发生进程ꎬ针对社情民意实际情况ꎬ适
时调整灾害事件信息传播方式和力度ꎬ用主流媒体

及时、正确、全面的发声ꎬ高数量级的真实信息正向

导向ꎬ便捷的灾害事件文字、图片、视频和音频等信

息链接ꎬ给微信用户提供良好的“应当这样传播灾

害事件信息”的传播示范和从业参照ꎮ
(二)多措并举ꎬ强化防灾知识运用指导

提升公众防灾知识综合运用能力ꎬ是做好微信

朋友圈灾害事件信息传播引导的重要着力点ꎮ 充

分发挥我国应急管理体系的特色和优势ꎬ加强对公

众的防灾知识运用指导ꎬ积极引导公众科学看待灾

害的发生ꎬ客观、公正、理性地评价社会救灾行动ꎬ
有助于更好地防范微信朋友圈灾害事件信息传播

可能存在的潜在风险ꎮ
１.做好灾前灾害教育ꎬ强化防灾减灾传播认同ꎮ

以多种途径和方式尽可能地让公众在灾害发生之

前认识和了解灾害ꎬ懂得灾害防范知识和技能的运

用ꎬ既是增强公众灾害信息辨别能力的关键ꎬ也是

增强微信用户灾害事件信息传播引导的重要途径ꎮ
各级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和主流媒体应当充分发挥

主体作用ꎬ根据职责定位各司其职ꎬ强力推进全社

会的灾前防灾教育ꎬ有效引导公众科学认识、应对

灾害ꎬ促使微信朋友正确理性地传播灾害事件信

息ꎮ 要通过开展防灾减灾主题宣传和全国防灾减

灾日纪念ꎬ强化灾害记忆留存ꎬ提高公众信息传播

的防灾意识ꎻ通过宣传灾害知识和灾害应对防范办

法ꎬ广泛普及防灾减灾知识ꎬ提升公众的灾害事件

信息识别能力ꎻ通过加强防灾工程建设和防灾信息

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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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服务ꎬ丰富微信用户灾害事件信息来源ꎻ通过

防灾减灾专项演练和防灾应急演练ꎬ提升公众灾害

应对(自救、互救)的能力ꎬ促使微信朋友正确、全面

地解读社会救灾举措和应急行为ꎬ尽可能地减少信

息传播的误读误判ꎮ
２.适时启动救灾响应ꎬ快速唤起防灾信息传播

责任ꎮ 救灾应急响应的快速启动ꎬ体现了应急管理

和防灾减灾救灾体制不断完善的成效ꎬ是最为重要

的灾害事件信息ꎬ也是唤起微信朋友圈灾害事件信

息正向传播责任的最佳窗口期ꎮ 国家、省、市、县应

急管理部门不同级别的救灾应急响应启动和相应

工作预案(措施)的实施ꎬ最容易让公众感受到灾害

发生的严重性和救灾的紧迫性ꎬ是引导公众认知灾

害事件、传播灾害事件信息的最好参照ꎮ 救灾应急

响应启动的单位、时间和等级ꎬ不仅显现了管理层

对灾害事件的认知和应对决心ꎬ也让公众第一时间

形成对灾害事件的早期认知ꎬ对微信朋友圈的灾害

事件信息传播具有极强的导向作用ꎬ促使其从运用

防灾知识去正确地解读各种灾害事件信息ꎬ识别各

种网络灾害谣言ꎬ并以有利于防灾减灾的方式传播

灾害事件信息ꎬ正确合理地去解读和传播救灾过程

中的各种应对措施和行为信息ꎬ从健全和完善社会

减灾救灾机制的角度ꎬ正确解析存在的不足ꎮ
３.规范灾害处置行为ꎬ有效化解消极情感体验ꎮ

有关灾害事件的任何应对处置信息ꎬ最易触发公众

的情感并导致相应的信息传播行为出现ꎮ 救灾时

社会组织和个人救灾行动的产生和行为细节的展

示ꎬ都会让公众受到言传身教和情绪感染ꎬ引发相

应的评论信息在微信朋友圈中传播ꎮ 救灾的紧迫

和次生灾害发生的不确定性ꎬ时常会让各种救灾行

为面临多重困境的考验ꎬ技术的有限、认识的不足

和条件局限等ꎬ会不同程度地使救灾出现施救延

迟、协同不当、专业精神不够、好心办坏事等情形发

生ꎬ这些情况一经披露ꎬ会让受众产生消极情感体

验ꎬ引发微信朋友圈消极的灾害信息传播行为ꎮ 因

此ꎬ参与救灾的组织和个人ꎬ在救灾中要根据自身

角色定位做好本职工作ꎬ切实遵守救灾的相关规

定ꎬ规范施救、采访、救助和捐赠处置等救灾行为ꎬ
以便有效地防范和化解微信用户的消极情感和消

极传播行为ꎬ使微信用户在规范的救灾行为感召

下ꎬ以积极的情感认同在微信朋友圈中传播灾害事

件信息ꎮ
(三)搭建服务平台ꎬ推动微信朋友成全民防灾生

力军

　 　 微信朋友圈具有一定的信息传播优势ꎬ灾前、

灾后都能经常性地开展灾害教育和防灾信息互动ꎬ
并通过传播的“涟漪效应”感染群体的防灾情绪ꎮ
而当灾害发生时ꎬ又能够以社会自媒体身份投入救

灾ꎬ快捷地传递灾害事件信息ꎬ营造一定的救灾网

络舆论环境ꎬ是全民防灾减灾不可忽视的力量ꎮ 以

多种方式积极搭建服务平台ꎬ充分发挥微信用户防

灾减灾的生力军作用ꎬ有助于推动微信朋友圈灾害

事件信息传播成为防灾减灾的自觉行动ꎮ
１.发挥多渠道服务优势ꎬ凝聚微信朋友参与共

识ꎮ 充分满足社会公众的知情需求ꎬ可有效地防范

和化解微信朋友误读、误判和误传灾害事件信息的

事情发生ꎬ最大限度地调动微信朋友圈参与社会防

灾行动的积极性ꎮ 因此ꎬ要充分发挥政务公开栏和

官方网站专题栏目、官方微信微博等平台的作用ꎬ
线上线下宣传讲解国家防灾减灾法律法规、防灾减

灾知识、回放防灾典型案例ꎬ全面提升微信朋友灾

害事件信息传播的知识解读和实践运用能力ꎮ (１)
充分运用线上直播、云授课、云参观、云分享和线下

实地应用参观的方式ꎬ让公众在灾前了解灾种特

点、应急预案、灾害预警等防灾知识ꎬ在灾后应急时

期知道灾害成因与范围、受灾情况与救灾应急响

应、救灾措施及效果等情况ꎬ在灾后重建时期看到

受灾民众生产生活恢复状况和捐赠物品(资金)使

用情况等ꎬ促使微信朋友圈在传播的时间节点、视
角和内容上自觉贴近防灾减灾实际ꎬ提升其灾害事

件信息传播的获得感ꎮ (２)要以开通咨询电话、网
络留言、专家在线答疑等多种形式ꎬ让管理职能部

门与社会公众形成良性互动ꎬ积极回应微信朋友对

灾害事件的关切ꎬ及时回复网友提问ꎬ为微信朋友

参与社会防灾活动答疑解惑ꎬ正面引导微信朋友圈

灾害事件信息传播的话题构建ꎮ (３)要以适合微信

传播的方式ꎬ定期推送生动活泼的防灾减灾动漫、
短视频、图文和音频ꎬ激发微信朋友的阅读、传播热

情ꎬ使微信朋友圈形成参与全民防灾的共识ꎮ
２.鼓励支持微信用户参与防灾减灾实践ꎮ 微信

用户是社会防灾减灾力量的组成部分ꎬ应当积极支

持其发挥有益的作用ꎮ (１)国家专业防灾机构要在

推送信息的同时ꎬ为公众提供有效的信息链接、下
载途径和方式ꎬ以方便公众快速获取各类防灾减灾

知识ꎮ 要大力鼓励微信朋友使用防灾专业机构(网
站、公众号、发言人)发布和推送的知识ꎬ解读灾害

事件和救灾行为ꎬ提升灾害事件信息传播的防灾减

灾自觉性ꎮ (２)管理层要不断拓宽渠道ꎬ鼓励、支持

和引导微信朋友参与防灾减灾实践ꎬ敦促具有公职

人员身份的微信用户ꎬ把防灾政策和知识带进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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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朋友圈中ꎬ自觉以主人翁的责任感应用微信传播

参与全民防灾活动ꎮ 积极组建以微信群主为代表

的朋友圈防灾志愿者队伍ꎬ利用其微信朋友面宽量

大的优势ꎬ促使其在灾害隐患排查、灾害信息收集

报送、灾害信息捕捉和灾害预警信息传递等方面发

挥“哨兵”作用ꎮ (３)定期组织微信用户参加防灾技

能培训和救灾演练ꎬ现场提升微信朋友防灾减灾技

能ꎮ 吸纳微信群主和朋友圈“意见领袖”代表参与

防灾政策调研、立法评估座谈和防灾应急预案编制

修订ꎬ有针对性地了解微信朋友防灾避险应急技能

需求ꎬ搜集防灾减灾宣传教育社会效果反馈信息ꎬ
提高防灾政策法规的惠民性和应急预案的可操作

性ꎮ 要通过多种鼓励措施的综合运用ꎬ不断提高微

信朋友灾害事件信息识别能力、防灾知识宣传能

力ꎬ有效破解微信朋友圈灾害事件信息真假难辨的

问题ꎮ
３.加强自媒体灾害信息传播监管ꎮ 加强自媒体

灾害事件信息传播监管ꎬ是确保信息发布和使用安

全的一个重要环节ꎬ也是对微信朋友圈灾害事件信

息传播引导的有效形式ꎮ (１)管理层要加强对微信

运营商履职情况的管理和监督ꎬ及时查处不作为行

为ꎮ 加大对虚假信息和灾害谣言的查处力度ꎬ依法

惩处不法传播行为ꎮ (２)微信运营商、网络监管部

门要充分应用各种技术手段ꎬ对不实信息和谣言及

时予以屏蔽或删文处理ꎬ对滥用微信传播虚假灾害

事件信息的用户ꎬ要采取访问限制、屏蔽账号、永久

封号等方式予以制裁ꎮ (３)媒体要针对谣言的发

生ꎬ在第一时间发布权威声音ꎬ及时传播辟谣信息ꎬ
教育引导公众和微信用户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ꎬ
及时有效地遏制网络谣言传播ꎮ (４)微信用户要增

强灾害忧患意识ꎬ切实强化灾害事件信息传播自

律ꎬ科学解读灾害信息ꎬ自觉抵制灾害事件谣言传

播ꎬ积极举报灾害事件信息传播的不法行为ꎬ正确

传播灾害知识和灾害事件信息ꎬ确保让真相在微信

朋友圈中跑在谣言的前面ꎮ
微信朋友圈是开展灾害教育、传播防灾知识和

救灾避险技能的社区课堂ꎮ 作为一种“网民进行利

益诉求和民意表达的非正式机制ꎬ可以发挥正式机

制难以起到的作用ꎬ因而有它存在的价值和必

要” [１２]ꎮ 公众通过微信传播灾害事件信息ꎬ是对社

会防灾机制健全完善的呼唤与监督ꎮ 客观评判微

信朋友圈灾害事件信息传播存在的不足ꎬ教育引导

微信朋友在“政府主导、公众参与”的防灾减灾信息

传播新格局中ꎬ更好地发挥自身作用ꎬ既有利于强

化对公众的灾害教育ꎬ提高全社会抵御灾害、防范

灾难的整体实力ꎬ也推进了国家防灾减灾事业的快

速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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