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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原本冷冷清清的地方政府网站，突然涌入众多网友，论坛上的帖子接踵
而至。帖子千奇百怪，统统抛向一个人——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县长王国干。从
2008年3月至今，王国干与网友交流已有一年半。王国干个人发帖76个，登录论
坛475次。对于网友提出的问题，每周一的政府常务会议上，他常点到网上的事
情，要求副县长、局委领导、主任们关注这些问题。而今，官员与网友交流已不是
新鲜事，但临颍县政府的大胆举措还是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

晚报记者 牛亚皓 文/图

“王县长您好，我们学校在逍襄路旁
边，每次学生放学都是老师送他们过马路
的，但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我看了一
下，从东五里头到三家店，逍襄路沿途还
有好几个学校，我们希望这一带的马路上
能有减速带和斑马线，可是我们又不知该
找什么部门。”

这是河南临颍县一名小学老师不久前在
论坛上发的内容，如今它被打印在临颍县政
府办公室的文件里。诸如此类的文件，被统
一命名为“网络民意”。

临颍县政府办督办科科长银治均每天上
班的第一件事，就是登录临颍政府网的“百姓
论坛”翻看帖子，汇总“网络民意”，整理成文
件。对“网络民意”的整理和处理已成了他日

常工作的主要内容。
银治均说，截至目前，“百姓论坛”拥有

130多万的点击量，而整个临颍县才73万人。
“一个地方政府网站能吸引来这么高的

人气，不能说不是一个意外。”
2008年 3月，临颍县县政府网站改版，在

原有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论坛版块，取名叫
“百姓论坛”。3月24日，县长王国干以实名发
了个“首帖”。内容大致为，愿意通过论坛这
个平台与网友交流沟通，希望听到真实的声
音。人们发现，这位县长上网发帖很勤快，总
以个人口吻对网友提出的问题一一进行回
复，哪怕是比较尖锐的问题。

网友们渐渐发现，这可能不是一次“作
秀”。

堂堂一个县长经常埋头发帖，参与鸡毛
蒜皮的讨论，动辄“致以深深的歉意”，给网友
们留下了一个“真诚可爱”的印象。记者翻看
临颍政府网“百姓论坛”发现，起初，网友多以
惊奇和调侃的口吻“来看看”，因为“听说王县
长在这里”，发个帖试一试。

随着时间的推移，网友身份已经不仅
限于当地居 民 。 还 有 许 多 远 在 外 地 求
学 、工 作 的 临 颍 人 ，一 些 关 注 临 颍 发 展
的 外 地 人 ，甚 至 有 博 士 、企 业 家 等 都 参
与 进 来 。 网 友 所 发 的 帖 子 越 来 越 有 意
义和价值。

根据临颍县政府办公室主任宋国轩的
观察，网友们提出的问题多在民生和城市
建设方面，另外还有一些涉及群体利益
的 事 情 ，比 如 对 教 师 编 制 等 问 题 的 反
映。“细节上方方面面的问题都有，甚至
哪个窨井盖儿丢了，哪儿的垃圾没清理这
样零零碎碎的问题都很多。”

这绝对区别于一般商业网站的地方政府
网站，网友所发的每一个帖子字字句句都需
要版主认真审核。而这，也遭到一些网友的
不满。

临颍县政府网站由临颍广电局管理，“百
姓论坛”有 4个版主，其中两个版主是广电局
的工作人员，一个版主是县政府办督办科科
长银治均，“最大的版主”就是县长王国干。
银治均说，最初的审核由广电局来做，第二步
的审核就是督办科的事了。

对于一些“捣乱”的帖子，银治均下手挺
狠。“有时早上起来一看，满屏刷得都是广
告，还有那些重复的发帖，那些灌水帖，统
统删去。”

作为版主和管理员，银治均可以看见
网友的 IP 地址，他发现有些网友为了使自
己提出的问题引起政府重视，故意注册多
个“马甲”反复发帖，诸如此类的问题让他有
点头疼。

当论坛版主，给银治均带来全新的人生
体验。“政府办督办科原来是负责市长热线、
县长信箱和上级对群众信访指示这些工作
的，没想到当起了网络论坛版主。关键是县
长本人对这个工作特别重视，两天前还专门
为我们配备了一台新电脑，配置相当高。”
2009年 8月 12日下午，银治均摸着液晶显示
器笑着说。

对于临颍县各政府部门来说，也承载了
新鲜的体验和挑战。

论坛主要负责单位——政府办督办科，
对网友提出的问题采取不同的方法去应对和
解决。“对大的综合性的问题直接回复，以政
府办的名义。一些政策性的问题，还有补贴
款等针对性很强的问题，由相关政府部门
直接发帖解答。其他情况由政府办督办科
督促办理。”银治均说，这样一来，各级政
府部门就多了一个工作任务，上论坛，选
问题，发帖子。

临颍县繁城镇政府办公室主任韩朝阳哭
笑不得地对记者说，帖子反映的内容五花八
门，很是琐碎，将这当作政府的一项重要工
作，刚开始让人有点难以接受。

问题一直得不到处理，县政府办督办科
开始督促办理。银治均的日常工作就是将论
坛上一些没有得到回复的问题进行筛选和整
理，上报政府办，政府办再上报给县长。由县
长或分管副县长批示后，再下达各政府部门，
限期办理。

如今，督办科的柜子里已经积累了厚厚
一摞“网络民意”文件，这些已经处理过

的文件有统一格式，发帖网名、发帖时
间、帖子内容、主任意见、领导批示、要
求、结果汇报，每个文件都有唯一的编
号，便于记录和查找。

从这些文件中可以看出，领导批示后，各
政府部门不敢怠慢，均以很快的速度了解、调
查、处理和解决了网友提出的问题。本文开
头所举例的小学老师提出的问题，5天之后即
得到解决。在一份《公路局关于对领导批示
问题办理结果汇报》的文件上这样说：“关于
在逍襄路沿途学校门前路面设减速带或斑
马线一事，局党委高度重视，为尽快解决领
导批示问题，我们迅速召开了专题会议，对
工作进行了研究部署。一是组织人员对沿
线学校进行了认真排查统计，做到心中有
数；二是安排专项资金，购买了道路标志
漆；三是组织工程养护技术人员，加班加点
对逍襄路以东路段沿线所有学校门前的路
面严格按要求标划了斑马线。”

如今，在临颍县“百姓论坛”上以各局
委、单位的名义回复网友的帖子已随处可
见，甚至一些企业对针对自己的帖子也直接
进行回复。

王县长的秘书说，截至目前，王县长本人
已发帖76个，登录论坛475次，基本上有空就
看。“每周一的政府常务会议，他在会上经常
点到网上的事情，要求副县长、局委领导、主
任们关注这些问题。”

县长为何要如此重视网络？“网络不听命
于政府，也不顺应于媒体，自成体系，是最现
代的一种传媒手段。”宋国轩认为，重视网络
是政府对社会负责，也是社会对政府监督的
需要。将问题暴露在网上，政府的每个决策
是否正确、执政能力和工作水平怎样都要接
受整个社会的检验。网友对一些不作为的部
门和领导提出批评，甚至说哪个局长素质差，
这都是规范政府自身行为的需要。政府不可
能天天跟着公务员，他们工作的好与坏群众
最清楚。

另外，听网友心声，也是吸纳民意、宣传
政府政策，科学决策的一个新渠道。

为什么县长要亲自发帖回帖呢？宋国轩
的理解是，网友交流中很多都提到县长和县
政府。如果县长不出面，就没有一个正确应
对的主体。

事实上，临颍这种官员“触网”形式，当初
“还是冒着一定风险的”。宋国轩说，县长以
实名发帖之前就已经想到这种事肯定有人说

好，有人说坏，当时王县长说如果怕事儿，
绕着矛盾走，那就肯定干不成事儿。“县
长与网友交流都坚持一年半了，并没有做
过 什 么 宣 传 ，我 们 想 的 就 是 低 调 和 务
实。”宋国轩说。

宋国轩坦言，临颍县的“百姓论坛”模
式，目前来看只是一个尝试，还处于探索
阶段，里面还存在很多问题需要规范和完
善。“政府部门之间就此问题还需要加强统筹
与合作。”

银治均说，早在2008年年初，政府就已经
开始真正意义上的“试水网络”，一年多来是

“摸着石头过河”。他还给外地一些办得比较
好的政府网站写信取经，但都没有得到回
复。眼下的工作并没有好好总结过，甚至连
处理过多少“网络民意”都没有统计。

对于以后的发展，临颍县政府有关领导
表示，准备出台一个“关于及时处理网络民
意”的规定。届时，一年多的经验和成果都将
得到总结。

不过，临颍不少官员对“政府试水网络”
在两点上已经颇有成就感：一是群众到上级
部门进行信访的事情大大减少；二是漯河市
市长热线对临颍县政府的投诉也明显减少。

“人都需要发泄。”他们有时这样说。

政府论坛很“火”
“百姓论坛”拥有130多万点击量，而整个临颍县才73万人

网友提问很“碎”
多是民生和城建方面的，甚至哪个窨井盖儿丢了这样零碎

的问题都有

网络民意很“厚”
督办科柜子里积累了厚厚一摞“网络民意”文件，文件都有编号

触网成效很“强”
群众上访的事大大减少，漯河市市长热线对临颍县政府的

投诉也明显减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