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双重身份公私难分开，官员很纠结
显然，官员微博因官员自身的“双重身份”，决定了其完全“私人化”

终归只能是一种理想状态。官员微博中的言论常常会被公众不自觉地
贴上公共标签，尤其是在涉及政务话题探讨时，往往会被“放大”定格为
官方执政者或是官方机构的直接代言。

谈工作，还是谈生活？当官员微博不得不在职务角色与个人身份
的转换中纠结时，微博官员们也频频会在去或留的问题上出现徘徊。

事实上，因为种种原因，许多积极入“微”的官员仍然选择了在微博
上淡化官方身份或职务。一些党政官员虽然实名注册，但通常会注明
微博与政事和身份无关；一些虽然化名但身份早已曝光的官员，往往回
避进行官员职务认证，而是使用学术机构兼职身份，有些甚至连所在部
门也不公开；而更多的人，则选择了在微博上沉默地“潜水”。

然而，微博已然成为官员必须掌握的一种执政手段。
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就曾要求，各地领导干部不做网络菜鸟，带头

“上线”、“触网”、“开微博”。今年6月，广东省21名地级以上市党政主
要负责人进行网络应用技能考试，书记、市长们还被要求考核发邮件、
看微博、上QQ、回复网友问题。

“来到这个位置上，就应该表达，掌握好话语权。为什么不尽量表
达自己的意愿，或者说理想呢？”廖新波说。尽管有担心、有压力，但他
觉得现在“关闭微博比开微博还要难”。为避免出现自己的话让“卫生
厅被代表，医疗队伍被代表”的情况，他采取了将问题拿出来讨论、平等
沟通的表达方式，而在语言上也尽量去官味化。

其实，在多元化、草根化的微博话语环境中，习惯了传统政治话语
体系的官员们，必须重新学习说话、听话，官员微博也必须遵循一种更
开放也更有责任的行动逻辑。

“官员开微博首先要学会‘听话’，即倾听网友的意见、建议。”中山
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教授张志安说，官员要在真诚的倾听中读懂民
意，并以此作为政策制定的参考，并学会在微博上“说人话”，不讲刻板、
空洞的“官话”，而是以通俗易懂的真话与网民进行互动交流。

“不忽悠、不作秀、不回避是基本原则，网络问政就要真问、互信，真
听、实干。”秉持微博工作化的黄业斌也说。而在廖新波看来，官员微博
不能哗众取宠，要守住本职和本质，因为里面包含着责任和良心。

而现实中，像廖新波一样，一批官员微博凭借自身的个性化表达引
得了众多粉丝的热捧。微博官员们通过微博展示自身价值观与理念，
发挥人格力与影响力，并由此强化和带动公众对其身后的政务职能部
门的信任和理解。

中山大学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教授郭巍青认为，微博官员在与
网友的来往中，往往会体现出真性情、真水平。越来越多个性化官员微
博的出现，既显现了广东政界的开放风气，也体现了从政者的责任感。

据《南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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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玩微博 玩并纠结着
是纯粹个人表达，还是职务行为的延伸？
双重身份很难分开，也不易清晰地转换
不争的事实是
微博已成为官员必须掌握的一种执政手段

领跑全国广东官员微博上很潮
近几年，在广东官员中，用好微博已经成为一种潮流。在微博

异军突起并迅速成为舆论新阵地时，一大批党政官员便第一时间进
驻微博，并由此开启了广东官民互动的一个全新时代。

廖新波就是其中最早尝鲜的人之一。2009年 8月 28日，新浪
微博启动公测。工作人员找到了已经在博客中风生水起的廖新波，
并向他发出邀请。听完一番简单的介绍后，他立即就萌生了兴趣。

7天后，@医生哥波子正式落户新浪微博。截至目前，仅新浪微
博上，廖新波的微博数就达6800余条，粉丝人数更是超过了245万，
@医生哥波子成了名副其实的广东微博名人。

尽管声名鹊起，网络影响力斐然，廖新波却并非是广东微博官
员中职务最高的。广州市政协前主席林元和，则是全省副省级官员
中第一个实名开微博的人。这名“微博控”，在任期间还一举推动了
广州市政协委员微博议政平台的开通。2011年6月，广州百名政协
委员集体开微博，已经成为新时期政协议政的一段佳话。

与此同时，深圳、佛山等地的党政官员也开始行动了。刘润华
在深圳市民政局局长任上，成为该市局级官员中实名开微博的第一
人；佛山市委常委、南海区委书记邓伟根则以“樵山潮人”为名，刮起
了一阵微博“潮人体”旋风；肇庆市公安局警察公共关系科科长陈永
博，则被称为“中国公安微博第一人”……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统计显示，去年全国各省区党政机构和公务
人员微博议政排行中，广东位列第二。其中，在活跃度和传播力排
行上，均稳居全国前列。

动机迥异官员都有自己的表达模式
入“微”两年多来，黄业斌一直没有离开过他的“网上办公室”。

他邀请市民分享“感动”，与新客家人探讨“归属”，和一线工农评说
“幸福”……听民声、聚民智、解民困、释民惑，网友们不时还会收到
一份特殊的惊喜——来自市委书记的亲笔批示。

他还常常在微博上主动发问，让网友为惠州开“处方”。坚持阅
读每一条网友留言，企盼从中发现真知灼见。在他看来，“开微博就
是网上办公”。尽管会增加工作时间和工作压力，但他乐此不疲。

与黄业斌相似，林元和在广州市政协主席任上时也全力倡导
“微博议政”。不仅身先士卒织“围脖”，还不惜“网开一面”地开出各
种优惠条件，鼓励政协委员入微。目的就是激发他们的履责意识，
创造性地“问政于民、问计于民”。

不过，同样有着官方身份的廖新波却不主张把政治融
入微博，他更愿意将他的“菠菜园”视作自己的“一亩三分
地”。“粉丝可以因为卫生厅副厅长而关注我，但在交流时，
我更希望出现在他们眼中的是廖新波这个人。”他说。

因此，廖新波的微博题材与形式均很丰富。除医改、
医生、医院等中心话题外，还时常会关注并评点环保、交
通、食品安全等社会民生热点话题。

不囿老套的亲善姿态加上个性化的表达，为廖新波
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度，但官员微博的特殊性，让他也
时刻感受到身上沉重的政治包袱和风险。“稍微一讲‘错’
就会引起轩然大波，成为社会的众矢之的、媒体的焦点。”
在身陷过“误诊门”、“献血门”、“医生尊严论”等多重网络
舆论漩涡后，他深知“博海”惊险。

黄业斌和廖新波只是广东官员行走微博所选择的两
种不同路径。在更广泛的范围里，越来越多的官员正在
尝试着各种适合自身的微博表达模式，由此也揭开了官
员微博背后的真实行动逻辑。

官员开微博首先要学会“听话”，即倾听网友的意见、建议。
在真诚的倾听中读懂民意，并以此作为政策制定的参考；并学会
在微博上“说人话”，不讲刻板、空洞的“官话”，而是以通俗易懂的
真话与网民进行互动交流。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教授张志安

开微博就是网上办公。不忽悠、不作秀、不回避是基本原则，网
络问政就要真问、互信，真听、实干。

——惠州市委书记黄业斌

与政府官员就社会热点
话题展开“平等”对话，甚至
直接诟病和质疑，在广东启
动网络问政 5 年后，已不是
新鲜事。随着大批官员积极
触“网”入“微”，有关微博官
员的角色定位，成为争论不
休的话题。

官员微博，究竟应该视
作纯粹的一种个人表达，还
是一种职务行为的延伸？种
种争议的背后，又预示着新
媒体时代下，微博官员们应
该坚守怎样的行动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