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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6/2021_2022_2010_E5_B9_

B4_E5_9B_BD_c26_646974.htm 网络时代更需直面群众 群众是

力量之源，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坚持此宝

的重要标志是深入群众。关于此点，恐无异见。但近日偶闻

一议：现在是网络时代，互联网上什么信息、什么观点都有

，费时费力地用传统的方式下基层与群众面谈，还不如学会

上网搜索，观察面还宽一些呢！我以为此言含有一定道理，

然亦可再深思一层。 如今，“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已

从当年之梦呓变为当今之现实。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公布数据，2008年底中国网民数2.98亿，雄踞全

球第一；互联网普及率达22.6%，首超21.9%的世界均线。中

国人张开双手拥抱互联网，亿万人在网上搜索浏览、沟通情

感、表述意见，这给我国经济发展、社会民主提供了前所未

有的信息条件。我们要了解民声，解读民意，当然要学会使

用网络直至稔熟，勇于、乐于、善于利用这个包容万象、储

量无比、通达快捷的技术平台。 但说上网可以代替下基层、

到一线直接与群众接触，这有失偏颇。首先，互联网上反映

出来的意见并不是民意的全部。如今虽然有越来越多的人上

网，但毕竟还有相当多的人还不习惯或不愿意到这虚拟世界

遨游；有的虽然偶尔或经常上网，也不尽愿意用这种方式发

表看法。第二，网民中年轻人居多，知识之群居多，他们是

随互联网成长起来或对新事物特别敏感的一群，是网上的“

强势群体”，网上往往更多的是他们的声音。第三，目前网

络上没有实行实名制，各种渠道来的信息鱼龙混杂，难辨真



伪；有的人匿名上网之际，难免会在网友的刺激振荡下，情

绪由亢奋转为激愤，言词由激动进至极端，最终甚至把自己

的“原声”也搞得失真起来。第四，网上的话题往往是随某

一事件的传播忽而积聚、忽而飘移的，一些重要的声音会不

经意地被忽略或淹没。因此，如果将网上采集的民意成为唯

一的办事依据，那很难说就是真正把准了群众脉搏，有时会

因此把事情办差的。 更重要的是，上网毕竟在网上，你不可

能亲自考察基层实际工作头绪之繁杂，不可能亲眼目睹一线

劳动者的汗水和辛劳，不可能亲身体验困难群体的泪水和苦

涩，不可能亲耳聆听社会各界的呼声和嘱托，不可能亲情相

映与群众作感情上的交流和互动。在互联网上也许万事可做

，唯在一个“亲”字面前略嫌其短。深入群众、了解民意当

然需要利用网络平台，但不能仅限于“人机对话”。要“深

怀爱民之心，恪守为民之责，善谋富民之策，多办利民之事

”，还是多多地亲自去基层、去群众中间走走。 总之，我们

的各级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要重视网络，善于利用网络

掌握民情，但也不能以网情简单概括整个民情，不能只依赖

“网上操作”而忽视了亲身深入，不能因为有了现代科技手

段而丢掉了新形势下仍然行之有效的传家宝。网络时代更要

身入民众，直面群众，这是不应淡忘的。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