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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被压制 就像新型冠状病毒一样可怕
　　这个春节，是过年，
也是“过关”！
       所有一切的改变，都
源于一场“突然”而至
的疫情。
       这场疫情，不仅阻挡
了许多国人回乡过年的
团圆之路，也考验着各
级政府部门的施政能力
和决策水平，更能体现
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建设
和舆论监督引导的作用
与意义。
       今天，笔者在朋友圈
看到一句湖北市民的留
言：“看了河南的防控
措施那么硬核，简直怀
疑湖北是不是重灾区？”
这也许只是一位有深深
危机感的湖北人的“偏
激”之言。但现在再来
回溯一下新型冠状病毒
在武汉的蔓延过程，这
位湖北人的话似乎也不
为过。
       据武汉协和医院的
医生林羽回忆，疫情刚
开始的时候，武汉市的
策略都是“冷处理”。
他所在的医院就通知，
在没有单位授权的时候，
不允许私自在公众平台
谈论病情，不允许私自
接受媒体采访，不仅仅
是临床系统，包括院感、
CDC 那边消息管控更严
重，“整个就不让说”。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武汉市政府公告称，共
发现 27 例病例，其中 7
例严重，未发现明显人
传人现象，未发现医务
人员感染。人民日报官
方微博也发消息：“目
前病因尚未明确，不能
断定是网上传言的 SARS
病毒。”
       武汉市公安机关经
调查核实，还传唤了 8
名在网络上发布、转发
不实信息的违法人员，
依法进行了处理，并在
2020 年第一天通过官方
微博发布了这条消息。
       从 1 月 6 日至 1 月
10 日，武汉市卫健委没
再就“不明原因肺炎”
发布通报。
       “12 月 31 日通报疫
情，当天我去买口罩，
药店排长队，而且断货。
后面几天官方要我们‘不
传谣’，而且说‘未见
人传人’，我们松懈了。
再后面一周多，病例一
个没有增加，我们以为
事情就这样结束了。”
一位武汉网友在个人社
交平台上这样写道。

       到了 2020 年 1 月 11
日更新的通报中，武汉
市卫健委继续表示：“自
2020 年 1 月 3 日以来未
发现新发病例。目前，
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
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
据。”
       而就在此后几天，泰
国、日本纷纷报出确诊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
       尽管如此，那个时候
的武汉依然呈现一片“歌
舞升平”的欢乐祥和景
象：大会照开，宴会照摆，
联欢照旧……甚至为了
不引起“恐慌”，有些
部门的领导竟要求职工
上班不能戴口罩！
       “太寒心了！如果官
方刚开始就把情况说清
楚的话，百分之五六十
的人会做好防护吧。”
林羽对媒体如是说。
       其实，武汉官方早期
对疫情信息的“压制”，
寒的不仅仅是林羽的心，
寒的是全武汉人的心，
寒的是全湖北人的心，
寒的是全中国人的心。
       据媒体报道，当地真
正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是钟南山院士 1 月 20 日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人
传人”之后。而此时，
武汉的疫情已失去了被
控制的最佳时机，并最
终导致“封城”、“封省”
以及疫情陆续蔓延至全
国各地的危急局面。
       一座城可封，但是病
毒封不了；信息可以被
压制，但是事实和真相
压制不了。“防民之口，
甚于防川”，政府部门
使用行政手段可以不让
媒体发声，但是却无法
控制公众的口口相传。
       被压制的信息，就像
已经夺去了五十四条生
命的新型冠状病毒一样
可怕，沾满了诸多无辜
者的鲜血。
       信息越被压制，越不
透明畅顺，流言和谣言
越是有机可乘，蔓延和
肆虐。就像眼下的新型
冠状病毒一样，如风一
般飘荡在寰宇天际中，
让人避之不及，挥之不
去。
       随便翻一下网络和
朋友圈，关于这次公共
卫生事件的传言和谣言
层出不穷，比比皆是。
       1 月 25 日，微信群
和朋友圈出现了各种“钟
南山院士建议全中国人
民在家隔离两周”的传

言，微博上更有网传聊
天截图，称钟院士也被
传染新型冠状病毒，实
际上经媒体权威求证，
这些传言均属谣言。
       “我的感觉就是当前
疾病是一分，而恐慌是
十分。”武汉某医院的
一名外科医生说，各种
谣言满天飞，他日均要
在微信上辟谣 20 次以上。
同时物资的组织和配发
肯定也有问题 ，很多一
线的战友们几乎是在生
理极限下工作。同时，
他还反复呼吁广大市民：

“不要恐慌，不要信谣”。
       谣言止于智者。这个
时候，官方的信息公开
与舆情分析应对，以及
媒体的社会责任和客观
真实的报道和舆论引导，
就是这样的“智者”。
       在重大或敏感事件
发生时，信息及时公开
和自觉接受舆论监督，
就像专家及时研制出来
的病毒“克星”，能够
帮助和促进事态向好的
有利的方向发展。
       南京大学新闻学院
院长杜骏飞教授说，信
息公开，不仅仅是新闻
学，不仅仅是社会学和
政治学，而且是生物化
学，是生物数学。
       他说，对于非典、
武汉肺炎这类传染病，
华盛顿大学的 Louis Kim
教授和 Shannon M. Fast, 
Natasha Markuzon 等做过
一个有意思的研究，他
们观察媒体报道的数量
与疾病传播数量之间的
关系。模型显示，当媒
体的报道量增加十倍，
此类疾病的感染数减少
33.5％。因此，媒体可能
是预防疾病传播的一个
有效手段。
       科学研究还表明，传
染病的传播是有基本再
生数的，它是指一个病
例进入到易感人群中，
在理想条件下可感染的
二代病例个数。没有超
过 SIR 传染病模型的基
本再生数的时候，传染
病很容易被控制的，乃
至被消灭的。这就要求
信息透明，一开始就进
行隔离，把感染人数比
例控制在基本再生数以
下。疫情一旦超过基本
再生数就很容易失控，
导致大规模爆发。
       Louis Kim 教授等人
的科学数据也印证了杜
骏飞教授认为的，“疫

情记者应视同为白衣战
士。在疫病肆虐时，你
不能剥夺他们挥笔上阵、
为社会尽忠的权力。”
       这样一些论证，给了
疫情起始时当地官方“整
个就不让说”封锁消息
的“愚对”之策一记响
亮的耳光。
       客观上讲，官方的信
息公开虽然会增加一定
的工作量和执政风险，
但是对社会政治、经济
和文化的发展都有重要
的意义。其中，首要的
意义就是促进公众参与
国家管理。公众可以通
过获取的信息发表言论，
提出意见和建议，直接
影响政府的决策。其次
是保障个人权利。公民
个人很多权益的实现都
必须首先了解政府的信
息。政府信息不公开，
公民个人就不能获得有
关信息，甚至对自己权
利的状况，如有什么权
利、权利是否遭到了侵
害，侵害的程度、是否
有救济的途径等，都不
了解。再次能促进经济
增长。在信息时代，信
息经济是经济的基础，
而政府却是社会中最大
的信息所有者和控制者。
因此，实现信息化或者
信息社会的前提是政府
信息公开，使政府信息
资源能够得到有效的开
发和利用。还有就是可
以防止腐败，提高行政
效率。
       事实上，突发事件演
变为舆情危机，多数时
候是由于真实信息传播
出现真空引起。而信息
公开透明既可以满足公
众知情权，同时还可以
杜绝谣言传播，维护政
府公信。在 “人人麦克
风”的多元开放性网络
舆情环境中，疏导舆情
危机，要善于利用微博
等新兴媒介，发挥其强
大的舆论宣传力，及时
发布真实权威信息，引
导舆论的正确走向。在
这个过程中，政府部门
要注意舆情动态收集分
析和梳理，提炼舆论关
切点，从而在信息公开
过程中有针对性解答公
众舆论质疑。
       同时，舆论监督也应
该常态化，现在信息这
么发达，不公开公正难
以服众。这次武汉爆发
的公共卫生事件，本应
该吸取十七年前的“非

典”事件教训，从一开
始就要谨慎处置公众监
督，及时发布真实信息，
积极应对负面舆情。
       突发事件在演变过
程中，因社会性，会在
传播过程中遭到各种质
疑、批评、追问、谣传
甚至谩骂。此时，政府
部门要勇于直面舆论争
议，寻求舆论良性互动。
不能仅靠事后被动应对，
而应提升自身危机防范
意识，从现实根源入手，
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
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
谋，加强自身管理和监
督，这样其公信力自然
得到提升，舆情环境才
会风平浪静。
       有的人也许会问：舆
论监督真的有用吗？然
也。当信息不透明时，
大众在一定情况下就会
被亦真亦假的信息牵着
鼻子走，成为流言的传
播者，所以说，有的时
候你不知道那一句话是
真的那一句是假的，这
个时候舆论监督和正确
的引导，在一定程度上
就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社会上有传言，甚至起
谣言，媒体发挥舆论监
督作用，揭示事实真相
的功能就凸现出来了。
       国家想要正能量，也
需要舆论监督。但是只
靠主管部门命令的舆论
监督，最后会失信于民，
事与愿违。杜骏飞教授
说：“不能报道真正的
新闻，就都是假媒体”。
       让人欣喜的是，眼下
不仅仅各方力量都在紧
急驰援武汉等重灾区，
包括央媒在内的众多媒
体同仁也陆续抵汉，深
入重灾区，源源不断地
发出灾情报道。各级党
政部门也全部积极行动
起来，及时发布最新动
态，全方位立体化提高
和加强全民防控防治意
识及能力，各地纷纷启
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Ⅰ
级应急响应，一场防治
新型冠状病毒的人民战
争已全面打响！
       众志成城，抗击疫
情。我们期待这场战争
早日取得全面胜利，我
们坚信这场战争必然会
彻底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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