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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1565万多粉丝的微博达人
被称为“网络最接地气的官员”

大V陈里：一位官员的微博进化史
作为“待用快餐”公益活动发起人
曾到郑州和本报一起推广“待用快餐”

陈里，一位拥有1565万
多粉丝的微博大 V，一
位实名认证的政府官
员。他被称为“网络最
接地气的官员”，被评为
“2012年度十大个人微
博”第一名。
从实名认证到遭遇“微
博的烦恼”，从“微”力
初显到掀起“待用公
益”的浪潮，陈里在微
博里上演着一位政府
官员网络问政的理念
进化。 郑州晚报记
者 路文兵/文 廖谦/图

陈里，河南镇平人，中央
政法委宣教室副主任，
管理学博士，三农、社会
学学者。同时，他另一
个更为人熟知的身份是
拥有 1565 万多粉丝的
“微博大 V”，“待用快
餐”公益活动发起人。

“ 网 络 问
政，织博为
民 。 关 注
民生，痴心
不改。”这
是 我 微 博
签 名 的 一
段话，也代
表 着 我 的
基 本 态 度
和理念。

■人物档案

11月4日上午，北京阳
光温暖。刚调任中央政法
委宣教室副主任的陈里谈
起新职务时表示，工作是
组织正常调动。“在新工作
中我会继续用微博这种方
式与民众互动沟通。无论
在什么岗位工作，我的工
作核心都是围绕着最基本
的民生问题。解决基层老
百姓最关心的问题，就是
我工作意义所在。”

2010年，被称为微博元
年。“关注就是力量，围观改变
中国”，从年初的抗旱救灾，到
后来微博直播拆迁，微博作为
一个新的平台，为中国社会带
来不容忽视的推动力。

“我对新兴的技术和产品
一直都比较感兴趣，微博刚兴
起时我就开通了账号。但那
只是个私人账号，没有认证。
闲暇时，自己发一些文章、音乐
到微博上。刚开始还不到
1000个粉丝。”

作为最早接触微博的
一批人，陈里很快就觉察
到：微博，将是参与社会管
理的重要工具。2010 年 4
月，陈里提交了个人微博
实名认证。

这对身居要职的政府
官员来说，需要很大的勇
气。“提交认证的时候我就
做好被网民拍砖的准备，”
陈里笑着说，“很多网民会
把怨言发泄给你，不管这是
不是你的责任。但作为官
员，一定要学会弯下腰，认
真倾听网民的诉求。”

官员个人实名认证的
微博，在今天仍是寥寥。陈
里的实名微博，从一开始就
获得了很多关注，加上他微
博关注的主要是贴近民生
的三农、农民工以及社会管
理等话题，微博上数十万粉
丝蜂拥而至，每天向他求助
的问题就有几百个。

他因此也成了最勤奋的
博主，每天至少泡在微博上4
个小时。在他看来，“每一条
@，都代表着老百姓对我的信
任。”2012年5月30日，陈里在
微博上公布了自己手机号码，
并“希望大家多支持监督”。

2013年1月10日上午，
人民网2012年度评选揭晓仪
式上，陈里的微博以“关心民
生，痴心不改”的获奖理由，荣
获“2012年度十大个人微博”
第一名。

陈里的微博真正走进网络公
共视野，是那次“请农民工吃饭事
件”。 2012 年 5 月 25 日，陈里曾
发微博称“想请几名农民工兄弟
吃饭”。5月27日晚7时，陈里和8
名农民工，在西安市鼓楼广场一
起吃了顿羊肉泡馍。

“一位副厅级官员，请农民工
吃饭。”事件经网络发酵，不可避
免地出现了争议。有人感动，认
为他在倾听底层声音，也有网友
质疑陈里在“作秀”。

面对铺天盖地的评论，陈里陷
入了纠结之中，甚至一度宣布退出
微博。“两天来，我辗转反侧，时常
不由流下热泪。我邀请几个农民

工吃饭的事情意外被媒体曝光，竟
然被无数网友关注，有57家网站转
发。我们仅仅做了这一点微不足
道的事，老百姓就给了如此的厚
爱。我做错了吗？”

陈里发布的这一条微博，当
天被转发数千次，很多网友在评
论中支持陈里，说他没有做错，并
呼吁“多一些请农民工吃饭的官
员吧”。

提起此事，陈里至今仍然感慨
万千：“其实就像一次普通的家庭
聚会，因为我也是从农村走出来
的。跟农民工吃饭很有收获，让我
了解他们真实的生存状态，也为我
研究三农问题提供了参考。”

“请农民工吃饭”事件过去不
久，发声“华山游客滞留事件”、“生
死接力挽救轻生母子”，则进一步
把陈里推上“网络大V”之列。

2012 年 10 月 2 日，陕西华山
迎来“国庆黄金周”，游客数量激
增，远超华山缆车运送能力，大量
游客滞留山顶。部分游客向华山
景区管委会提出了质疑，要求退
票，并封堵了华山景区的入口，造
成管委会接送游客下山的班车无
法正常运行。

“假期我休息，那晚我登录微
博一看，@我的信息有上千条。
大部分都是华山游客的求助微
博。我转发了很多网友的求助信

息，在微博上呼吁相关的救援行
动，就这样在电脑前忙了一夜，我
怕稍有闪失，事件变得不可控。”

陈里协助相关部门安排实施
救援，一夜未眠。很多网友都给他
留言关心：“熬一夜了，歇歇吧陈
厅”，“要注意身体啊”。但仍然有
人将怒火发泄到陈里身上。“因为
他们把我当成政府官员的代表，有
火自然朝我发泄。但经历了请农
民工吃饭那一次，我已经有一些抵
抗力了。”陈里笑着说。

数次民生焦点事件的微博发
声，让陈里的微博进入公众视野，
并被网友称为“最接地气的官员
微博”、“官员微博第一人”。

“微博上每一条个体求助信
息，对我来说都是有责任和义务
去解决的。但是，如果能通过微
博做一件系统性的工作，来解决
一个群体的问题，这是我真正思
考的。”

随着微博发展，陈里的微博
理念也在进化：从协调解决个案，
到思考解决群体民生问题。于是

“待用公益”理念应运而生，并成
为陈里长期关注的一个项目。

2013 年 4 月 12 日夜里的高
铁上，陈里发了这样一条微博：

“在中国一些快餐店，可以为一些
残疾人、老年贫困者、流浪儿童提
供一些‘待餐盒饭’，更符合中国
国情，也给弱势群体一定尊严。
公益人士、爱心市民、大学生可以
献一份爱心。最好是一些符合卫
生规定的连锁店，并经过有关部
门许可，向社会公示，应该是可以
的，支持吗？”

“待用快餐”概念源于欧洲的
“待用咖啡”，客人多购买一杯咖
啡，留给流浪汉等买不起的人饮
用。“因为目前我国政府的慈善、
公益不完善，残疾人、流浪儿童、
老弱病残还有没有找到工作的农
民工，以及因为意外事件导致缺

乏生活能力的人，让他们吃上饭，
不再挨饿，这也是我发起‘待用快
餐’的一个心愿。另外，这种方式
可以让弱势群体得到体面的救
助。”

陈里提出“待用快餐”的概念
后，陕西、河南等全国各地的餐厅
积极响应，目前正以平均每天一
家的速度增长，并注册了“@待用
快餐”微博。

本报积极在郑州推广“待用
快餐”期间，陈里曾亲临郑州考
察，和本报一起推广“待用快餐”
的实践。

随后，陈里将“待用快餐”升级
为“待用公益”——用待用的形式，
串联起一系列的公益项目。“现在
基本上定了一个方向，将倡导‘待
用XX’，比如‘待用快餐’、‘待用咖
啡’、‘待用饮用水’、‘待用电影票’
等。”目前，待用公益已经有了自己
的LOGO和志愿者队伍。

如今，微博正玩得风生水起
的陈里，一直告诉自己“勿忘初
心”。“无论我的微博理念如何进
化，我始终记得‘关注民生，痴心
不改’。我常说，上了学、进了城，
当了领导，但我们的裤腿依然沾
有泥巴味。”

实名认证，起步政务微博

进入公共视野，遭遇“微博的烦恼”

今年4月下旬，陈里在郑州一家饭店品尝“待用快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