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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质冗余

“发出去基本没人看，连
自己人都懒得去浏览。”陈铭是
陕西某乡镇的一名工作人员，
他和几位同事在本职工作之
外，还负责科室公众号的更
新。领导要求日更三条，必须
要有关于科室工作的推文，余
下则是镇里活动和会议的推
文。个位数的浏览量让他苦
不堪言，“这种加班干的活没一
点用，大家都不愿意干”。

与陈铭的情况相似，在河
北吴桥县工作的吴刚几年前
就参与了单位政务号的运营，
因缺乏专职人员，每篇内容的
采编都耗时四五个小时，账号
在不同同事间流转后几近荒
废。“基层政务号最大的问题是
内容的同质化和抄袭现象极
为严重。”吴刚说。

与这些基层人员直接负
责采编、运营不同，还有一部分
政务号外包给了当地的媒体
团队。广东深圳某政务号运
营项目负责人李婧说，政务号
运营项目的经费从几十万元
到上百万元不等，一般会签订
年度合同，一个公众号至少需
要两人运营。

负责北京某个政务号运
营的林梓就是外包团队的一
员，她运营的媒体矩阵有两个
主要账号，其他账号内容从主
号复制粘贴而来。最令林梓头
疼的是，绞尽脑汁解读受众较窄
的公告，往往是“一顿操作猛如
虎，一看流量五十五”。两位数
的阅读量太难看，周报月报汇报
成绩的压力下，林梓所在的团队
只能自掏腰包买流量造假数据，

“把阅读量买到几千，但也就是
自娱自乐、自欺欺人”。

“内耗”是政务号运营小编
们的共同心声。广州某个政务
号的编辑陈默说，他们账号的
定位包括传播民生热点、市里
的政策，但推文一般是摘编和
整合官媒文章、微博热搜而来，

“网上已传播了数轮，等我们这

里审校完发出来，黄花菜都凉
了，传播效果惨不忍睹”。

长期三位数的阅读量和
几乎空白的评论区，与这个项
目近百万元的外包费用、七个
人负责、日更三条的付出并不
匹配。陈默形容这种状态是

“半死不活”，“没有存在的必
要，纯属浪费公共资源”。

陈默曾向领导提议，希望
通过抽奖或线下活动让政务
号“热闹”一点，但被拒绝，领导
怕出错引发负面舆情，还是“平
平淡淡保平安”。这种做法在
政务号圈比较普遍。“领导关心
留痕，不在乎阅读量，退一步
说，他们自己也不知道怎么才
能把号做起来。”陈默说。

并非首次“瘦身”

事实上，政务号“瘦身”并
非首次出现。

2013 年，随着 4G 网络兴
起和微信 5.0 版正式发布，政
务号数量呈井喷式增长。到
了 2015年底全国政务微信号
总数已经超过 10 万个。到
2018年8月，增长至50万。

但与此同时，各类因管理
不善而导致的舆情事件也随
之而来。

2014年 6月，湖南岳阳市
政府门户网站官方微博称一
名质疑东洞庭湖保护区一处
垃圾焚烧站无人管理的网友
和另一位转发者为“环保绿茶
婊”；2016年12月，江西赣州市
中寨乡政府官方微博发布色
情内容；2017年 10月，广西贺
州市黄田镇人民政府官方微
博私信他人，推荐卖高仿鞋。

转折出现在2018年，国务
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推进政
务新媒体健康有序发展的意
见》明确指出，“僵尸”“睡眠”

“雷人雷语”“不互动无服务”等
现象时有发生，对政府形象和
公信力造成不良影响。对功
能相近、用户关注度和利用率
低的政务新媒体要清理整合，
确属无力维护的要坚决关停。

作为“基层减负年”，2019
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政府网
站与政务新媒体检查指标》和

《政府网站与政务新媒体监管工
作年度考核指标》。文件明确，
粉丝量、转发数、点赞量等硬性
数据不再是考核重点，而内容是
否安全、是否及时发布更新、与
网民是否形成有效互动则成为
考核的“单项否决”指标。

此后，部分政务号选择了
关停、整合。浙江长兴 220多
个镇级、村级政务类微信公众
号停止运营，停运政务公众号
数量占到全县微信公众号数
量的 80％。广东则更进一步，
规定县级政府部门及乡镇（街
道）原则上不单独开设政务新
媒体。

去年末，《意见》出台，再
次提及政务公众账号的数量
控制。根据《意见》的时间表，
将分别用1到2年和3到5年时
间有效解决“指尖上的形式主
义”突出问题及防止其反弹回
潮和隐形变异。

今年以来，一批政务号开
始关停整合。此次“瘦身”涉及
层级更广泛，覆盖省份和领域
也更多。

供需错配？

毋庸置疑，政务新媒体开
设的初衷包括提升政务公开
透明度和保障公众知情权、监
督权。北京大学乡村振兴研
究院院长雷明说，当政务号运
营者本身对定位和内容的理
解把握不到位时，较为普遍的

“官话体、慢半拍、没人气”会影

响其生存力和影响力。在他
看来，这两轮政务号的关停和
退出实际上是推进政务公众
号从低阶段发展向更高阶段
发展和迈进的必经过程。

运营政务号颇为费时，需
要广泛采集素材，又要保证信
息及时更新，但雷明发现，基层
缺人、缺经费、缺时间、缺技术
的特点决定了政务号运营专
职人员缺乏或不固定，“为后期
运营及产生影响力带来很大
的不确定性”。

他强调，取缔或关停政务
号不是最终目的，通过关停发
展差、水平低、质量达不到要求
的账号来实现政务号从追求
数量到质量的迭代升级，通过
更加完备的监管体系设置和
服务矩阵的优化，避免不合格
的政务号野蛮生长。

在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
管理学院教授赵聚军看来，低
层级政务号存在的价值不大，
集约化是未来趋势，尤其随着
各地数据局成立，未来恐怕一
个 App 就可以满足一站式信
息和服务获取。

届时，能提供什么信息才
是需要仔细考量的。中国社
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副教授陈明表示，当前政务号
的最大问题是供需错配，公众
真正需求的、有价值的信息没
有被公开，公开的是一些老百
姓不愿看、刷单位存在感的信
息。他建议，政府部门要根据
公众需求厘清应公开的内容、
拓宽不同群体获取需要信息
的渠道。 解雪薇

叫停“指尖上的形式主义”——

瘦身的政务号
开启关停潮

“基层人少事多，
手 里 的 工 作 千 头 万
绪，有这个运营维护
公众号的时间还不如
给老百姓多做几件实
事。”近日关停辖内多
个村委和社区微信公
众号的江苏省宝应县
安 宜 镇 工 作 人 员 直
言。

近 日 ，昆 明 、西
安、长沙、深圳、南京、
青岛等地发布关停政
务账号的通知，发布
渠道转为三类，包括
集中到上级单位政务
号、政府网站以及官
方 App。 据 统 计 ，近
两 个 月 有 超 过 10 个
省市政务微信公众号
和微博号官宣停止更
新和注销，层级覆盖
省、市、县、乡镇和村，
涉及多个行政部门。

根据国家互联网
信 息 办 公 室 在 2023
年 5 月发布的《数字
中国发展报 告（2022
年）》，政务新媒体账
号 已 发 展 至 11 万
个 。 这 些 停 止 运 营
的账号，有的更新频
率很低，有的虽然保
持稳定的更新频率，
但 大 多 数 阅 读 量 长
期 保 持 在 两 位 数 水
平。

去年年底中央网
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
会印发的《关于防治

“指尖上的形式主义”
的 若 干 意 见》（下 称

《意见》）指出，对于使
用频率低、实用性不
强的政务应用程序，
应及时关停注销并提
前发布公告。注册运
营政务公众账号，要
严格控制数量，加强
信息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