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公众密切关注之下，央视记者采访燕
郊爆炸现场遇阻一事，有了后续进展。先是中
国记协在事发当夜发声强调“正当采访是记
者的权利”，随后事发地三河市以事故指挥
部名义发文致歉。3月14日，河北省委专题会
又特别强调，“要自觉接受舆论监督，健全与
媒体沟通联系机制，支持和保障媒体记者正
当采访”。

至此，这起有些节外生枝的风波，大致告
一段落。但由此衍生的问题，值得进一步思
考。业内普遍认为，此次事件尽管观感夸张，
却绝不算新鲜。这些年，媒体记者采访突发事
件受阻挠甚至被暴力对待的情形屡见不鲜。
如果根子上的问题不解决，类似的事件，恐怕
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不能为了控制舆情，简单粗暴阻挠媒体
记者正常履职。”这是中国记协声明的结尾。
此话一语中的。突发事件、危机事件发生后，
如何处理与媒体监督的关系，是一个老生常
谈的话题，过去不乏开诚布公坦然应对的成
功案例，也有“防火防盗防记者”的奇谈怪论。

如今，越来越多地方处理类似情况时，挥之不
去一个词——“舆情”。

“舆情”本来是个中性词，舆论的注意力
集中、声势浩大，可能是杂音，可能有谬论，也
可能有好声音，具体问题还待具体分析。但相
当一段时间以来，在相当一部分干部眼里，

“舆情”是一个负面的词，是一个坏东西，甚至
是坏得不能再坏的东西。

有媒体曾总结，一些官员似乎患了“舆情
恐惧症”。有的地方将“出不出舆情”视作评价
官员政绩的重要标准。有的地方出事后有了
舆情，率先被问责的是负责“舆论管控”的干
部。自然，这样的地方为了避免舆情，要采取
种种手段，包括尽可能地将公共事件的知晓
范围降至最低——对记者的正常采访横加阻
拦，正是出于此道。但事实往往表明，越是要
消灭舆情，越是消灭不了舆情，甚至产生次生
舆情。此番燕郊事件，又提供了一个佐证。

互联网时代，“人人都有麦克风”，舆论场
上众说纷纭，今天的社交媒体更已发达至极，
公共事件只要稍能引起一些共鸣共情，迅即

就会有指数级的传播。有值得关注的事情，到
舆论场上就会有“舆情”，这几乎是一条铁律。
很多时候，舆情的出现既是预料之中的，也是
无可回避的。

前面提过，舆情本身有好有坏，简单视作
坏东西，并不科学。而若指望舆情瞬间消失，
甚至最好从未存在，在今天更是不切实际的。
套用曾经流行的句式：你想或不想、愿或不
愿，舆情就在那里。既然躲不过去，大大方方
面对、有的放矢引导，才是正确的解决之道。
进一步说，在舆情下解决问题、推进工作，越
来越应当成为各级官员的一种习惯。

形成这样的习惯，无疑要靠干部自身的
觉悟，靠不断提升的媒介素养——绝大多数
时候，新闻媒体、公众舆论同政府部门的方向
是一致的，关注和发声都是为了解决问题、推
动工作，在社会治理大格局中理应被视作共
同体，而不是“搅局者”，更不是“洪水猛兽”。直
面媒介、善用媒介，也是互联网时代干部的基
本素养。类似公共事件发生后，涉事部门和有
关官员应第一时间直面公众、解疑释惑，更应

当成为一条原则。对此，党中央、国务院早有
明文规定。

但更重要的是，敢于直面舆情、大胆发声
的干部，必须有一个良好的生态给予支撑、给
予包容。多年前的数起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
经历一再表明，事发后的“新闻发布”效果好
不好，仅有一个能说会道的新闻发言人是远
远不够的，还得有强有力的“后台支撑”，即内
部通畅的信息支持、迅捷的事件处置能力。同
样重要的，还有其背后政治性的生态——坦
然面对舆情、善于引导舆论的官员，是否得到
了足够的鼓励？万一不小心说错话，是否能
得到必要的包容，而不是让人觉得“多说多
错”“不说不错”，并让守口如瓶成为一个“理
性选择”？

“控制舆情”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对各
地各部门来说，有一点是有必要反复重申的：
舆情应对有力的干部，当然要加分；而出事之
后出现舆情，在追问“为何有舆情”之前，是不
是应该先问问“为何出了事”？

据《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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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谁是20242024年春夏运动新宠年春夏运动新宠？？

近 年 来 ，国 人 越 来 越 意 识 到 身 心
健康的重要性，他们渴望走出室内，参
与 体 验 多 样 化 的 户 外 运 动 ，释 放 身 心
的束缚。

年轻人作为运动户外市场的主力
军 ，他 们 凭 借 敏 锐 的 时 尚 触 觉 和 对 新
鲜 事 物 的 热 衷 ，不 断 推 动 着 市 场 潮 流
的演变。与此同时，老年人群体的积极

参与也为运动户外市场注入了新的活
力，他们心态年轻，享受运动带来的乐
趣和健康。

运动户外的“中坚力量”们更为青
睐高尔夫、滑雪等运动。同时，随着市场
的细分和消费者需求的多样化，越来越
多的人开始逐渐涉足小众运动，以满足
自身对品质和独特性的追求。

人们参与户外活动呈现出多元化
和全面性的特点。他们不仅热衷于参与
休闲户外项目，如徒步、骑行等；同时，
也积极参与硬核户外项目，如登山、滑
雪等。与此同时，他们对运动服饰和装
备的需求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休闲
户外人群偏好穿着运动休闲服饰，硬核
户外人群追求全套、专业的装备。

暖意初现，春季到来，

户外活动再度活跃起来。

在过去的2023年，徒

步、登山、骑行是“90后”“00

后”参与度最高的户外活

动，同时对于潜水、漂流、攀

岩、滑雪等表现出很大兴

趣。数据显示，水上运动、

徒步、骑行将成为2024年

国人春夏季户外运动首选，

其中，潜水、溯溪、公路骑行

最受关注。

户外运动全民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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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民户外运动参与意愿高
涨，各类运动项目快速走向“全民化”。新
的一年，随着巴黎奥运会、美洲杯等赛事
的举办，全民运动热情将进一步被激发。

人们参与户外运动更多来自“悦己”
观念的驱动。淘宝天猫日前发布的《2024
运动户外行业春夏趋势白皮书》显示，近
7成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主要是为了“强身
健体、享受大自然”，轻量级、易开展的活

动项目受到更普遍的青睐。
近 3 年来，社交平台关于“泛户外运

动”的讨论热度持续走高，更是在 2023年
春夏期间迎来一波小高峰。细分到具体
的活动项目上，垂钓讨论声量较高；露营
也保持较高声量，其经历过 2022 年的大
爆发、2023 年的行业调整，预计 2024 年
已经进入更深精细化运营。此外，城市骑
行热度也在不断上升，成为当下新兴的

小众活动。
人们表现出双重的外向趋势：一方

面，他们热衷于探索户外场景，无论是骑
行还是露营，户外活动的多样性满足了
他们对新鲜体验的追求；另一方面，情绪
也倾向于向外展现，运动场景的多样性
促进了人们愈加注重个人形象的打造和
服饰的搭配，通过穿搭表达自己的时尚
和个性，带动运动潮流市场强劲增长。

运动人群年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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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夏 气 候 适 宜 是 户 外 运 动 的 好 时 节 。
2023 年，以“Citywalk”为代表的徒步已融入日
常生活，而除了以街道、公园为代表的城市休
闲徒步外，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走”进山
地、丛林、溪流。

近 3 年来，社交平台上关于徒步登山的讨
论热度逐年高涨，“徒步装备”“徒步路线”“徒
步穿搭”成为徒步登山热议话题。在快节奏的
现代社会中，徒步登山不仅是一种锻炼身体的
方式，更是一种享受生活、亲近自然的方式。

装备方面，防晒衣是消费最多的服饰品
类，冲锋衣凭借多功能及时尚属性愈加受到
喜爱。同时，登山杖、冰爪等徒步装备愈发受
到关注，专业的登山、徒步鞋贡献徒步鞋市场
超五成份额，同时随着溯溪等小众徒步方式
的兴起，溯溪鞋也表现出较大的消费潜力。

与此同时，骑行在社交平台的热度大幅
攀 升 ，强 身 健 体 的 同 时 或 将 成 为 新 社 交 方
式。“夜骑”“骑行友好计划”“骑行 OOTD”成
为社媒热词。骑行不仅是一种交通方式，更
是全新的休闲运动和生活方式。强身健体是
人们选择骑行的基本诉求，人们希望通过骑
行放松、消除生活和职场的疲劳压力，也希望
通过骑行培养兴趣爱好、减肥瘦身。同时，骑
行也成了人们新社交方式。

据统计，超 7 成骑行爱好者更偏爱城市骑
行，骑上自行车穿梭于城市的大街小巷、欣赏
城市美景是他们的主流选择；约 6 成人热爱公
路骑行，享受驰骋的速度和舒适；约 2 成骑行
者喜欢山地骑行，骑上山地车开启一场探险
之旅。城市骑行男女比例相当，各年龄段分
布较为均匀，25岁至 34岁人群比例最高；公路
骑行以 18 岁至 29 岁年轻男性为主；山地骑行
相比公路骑行、城市骑行人群较为熟龄，以 30
岁至 39岁男性为主流人群。

水上运动方面，游泳仍然独占鳌头，但小
众运动也在崛起。东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帆
船、皮划艇等水上运动逐渐进入大众的视野。
2023年春夏，社交平台上关于“水上运动”的讨
论量同比增长 2 倍以上，游泳热度最高，摩托
艇、帆船、潜水等小众运动崛起，讨论度上升。
装备方面，潜水冲浪、滑水、帆板的火热带动了
救生衣的热销，人们对桨板的热情也在高涨。

据《北京青年报》

徒步、骑行热度升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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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水、溯溪、公路骑行……

在舆情下工作应该成为习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