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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能够塑造政治信任吗 ?

—
基于肇庆市政法微博群的案例解构

口 陈家喜

摘 要 : 网络新媒体不仅是信息技术的创新
,

也蕴含着政治沟通的重要变革
。

它让公民与政府的沟通变得便捷顺

畅
,

提升政府的回应性和亲和力
,

进而增进公民的政治信任感
。

通过对肇庆市政法微博群的个案观察
,

本文发现微

博提升政治信任
,

需要加强三方面工作
:
建立制度体系与专业 团队

,

确保工作的制度化和持续性 ; 放低政法机关在虚

拟空 间的 身段
,

适应 网络平台上的话语表达 ; 加强后台支撑体系与平台建设
,

强化各部 门协同联系机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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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和互联网技术的普及
,

不仅深刻地

改变了人们的社交方式
,

也深刻地影响了公众对政府的信

任程度
。

中央多次强调将网络新媒体作为提升政法机关公

信力和亲和力 提高政法宣传工作传播力的重要渠道
。
〔̀ 〕近

年来 借助于微博这一新兴互联网工具
,

加强与公众的沟通

交流 促进司法公开和舆情引导 成为一股席卷全国政法机

关的浪潮
。

统计显示
,

截至 20 13 年 12 月 20 日
,

全国公安
、

检察
、

法院
、

司法行政 4 类政法机关和公职人员在各大微博

平台开通的官方微博总计 3
.

75 万个; 共发布微博 1
.

02 亿

条 拥有粉丝 4
.

49 亿
。

这其中就包括最高人民法院
、

31 个

省级法院及 巧O余个地方中院
、

2 6个省级公安机关
、

12 个省

级检察院
、

11 个司法厅 (局 ) 均已开通官方微博
。

2[]
“

织围

脖
’ 、 “

赚粉丝
’ 、 “

淘宝体
’ 、 “

凡客体
”

等成为政法机关网络

试水的重要形式
。

随着互联网而诞生的微博能否成为重塑

政法机关形象的有效工具? 什么样的运行机制和沟通方式

有助于提升公众对于政法机关的信任? 通过对广东省肇庆

市政法微博群的个案观察
,

本文解析了微博在构建政法机

关与公众信任关系上的作用机理和实践效果
,

并进一步讨

论了政法微博群的内外局限和功能拓展
。

一
、

网络新媒体与政治信任的理论分歧

政治信任是政治合法性的构成要素
,

也是有效治理的

基本前提
。

一般意义上看 政治信任是公众对政治系统及其

构成部门的预期和评价
,

是对政治系统回应性和正当性的

总体判断
,

让公众产生政府机构代表他们的整体印象3[]
。

因此 政治信任本质上是一种基于认同基础上的公众心理

感知
,

它是实现善治
、

合法性和政体稳定性的必要条件
。

一

个赢得公众高度信任的政府
,

在行政过程中也更易得到前

者的支持和协助; 一个失去公民信任的政府 在 公共政策推

行过程中则需要进行更多的宣传动员
,

耗费额外的行政成

本
。

而对于一个已经丧失公信力的政府 往往只能依赖于国

家强制机器继续维持统治
。

互联网新媒体的兴起不仅改变着普通人群的社交方

式 池改变着政府的施政方式
,

进而对于政治信任产生重要

影响
。

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
,

西方发达国家通过使用信息和

沟通技术( Ic sT ) 掀起了
“

电子政府
”

的浪潮
。

4[] 研究显示
,

社交媒体如 F a e e bo o k
、

肠 i t t e r
、

Fl ie k
r 、

Di gg
、

Li n k e d l
n 、

Yo u t u b e

等 也逐渐向政治领域扩散和渗透 并被用于进行竞选宣传
、

官民沟通和政治信息发布
。

社交媒体极大地提升民主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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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质量 选民通过互联网与政府持续便捷的交流
,

进而提高

了政治信任和政治效能感
。

5[] 在网络媒介的帮助下
,

政府大

幅提高了与公民日常交流的频率
,

以及网上服务的质量和

效率 进而增进了公民对于政府服务的满意程度以及对于

政府的信任程度
。

6[]

互联网新媒体的兴起也对我国政法机关的运行过程产

生了重要影响
。

为了应对和引导信息化对于政法工作带来

的新挑战 早在 2 0 10 年 12 月 20 日 公安部部长孟建柱就提

出
, “

要善于借助网络微博等新型媒介搭建警民互动平台

主动听取群众意见 启觉接受群众评议
,

进一步拓宽联系服

务群众的渠道
。 ”

v[] 随后全国范围内政法机关建立官方微博

成为一种潮流和时尚 宫方微博也被视为改善政法工作
、

密

切警民关系
、

引导舆情走向的重要渠道
。

8[]

然而 在政法微博快速增长的同时 微博能否提升政法

机关公信力却受到了质疑
。

新浪网在对该网站注册的政法

微博进行全景扫描分析的基础上
,

公布了仁0 12 年度新浪政

法微博报告》和仁0 13 年新浪政法微博报告》
。

根据这两份

报告 肖前官方微博对于政法机关公信力的塑造并没有太

大改变
, `

在一些公共舆论事件上常处于被围观和围攻的尴

尬境地 同法机关的公信力处于较低水平的局面
。 ”

9[] 原因

主要在于:政法微博信息量少
、

更新率低
, “

僵尸
”

微博普遍

存在
`

重发布而轻回复
” ,

缺乏与网友间的实质交流互动;

在舆情应对时 不能以柔性
、

谦抑的思维引导网民情绪 层至

与网友对骂 反而使问题扩大化; 新媒介素养不高 缺乏策划

意识和议程设置能力 膜仿甚至抄袭其他政法微博内容
,

等

等
。
〔` 0] 归结起来

,

网络新媒体对于政法机关来说尚是一个

新鲜事务
,

建立起来容易 运转起来困难
。

在信息化的背景

下 问题不是政府是否
“

在线
” ,

建立了政府网站
,

而是它们

以何种形式
“

在线
”

以及产生什么结果
。

因此
,

微博能否提

升政法机关的公信力
,

以及如何提升政法机关的公信力
,

尚

需要更多经验案例的检验和证实
。

1
.

从单项创新到集群扩散
,

构建政法微博群
。

肇庆市

政法微博群的建立是一个渐进探索的过程
,

并且注重发挥

微博集群的凝聚和扩散效应
。

2 0 10 年 2 月 25 日
,

肇庆市公

安微博
“

平安肇庆
”

正式开通 成为全国首个公安认证官方

微博
。

在
“

平安肇庆
”

成功运行一年多后
,

201 1 年 4 月 25

日 肇庆市及下辖各县 (市
、

区)党委政法委
“

法治肇庆
”

微

博
、

法院
“

公正肇庆
”

微博
、

检察院
“

正义肇庆
”

微博
、

司法局
“

和谐肇庆
”

微博同时开通
,

与前期开通的公安局
“

平安肇

庆
”

微博共同组成
“

法治肇庆
”

政法微博群 成为全国首个政

法微博群
。

与此同时 肇庆市还健全了市县两级政法微博体

系 肇庆市下辖的 9 个县 (市
、

区)共设立了 45 个微博工作

站 构建了横到边
、

纵到底的微博管理体系
。

其中
, `

公正肇

庆
”

还实现
“
一个账号

、

两级服务
,”

即肇庆市和辖区 (县) 两

级法院共享一个
“

公正肇庆
”

微博账号
,

共同网上值班
。

换

言之
,

网民访问
“

公正肇庆
”

微博 便可以同时与两级法院值

班法官进行实时交流 了解法治信息及两级法院动态
,

进行

网上释法答疑
,

达到实时网络释法答疑的效果
。

截至 2 0 14

年 4 月 肇庆政法微博群在新浪和腾讯微博的粉丝数达 991

万 庆注度 11221 微博数量 226 202 条 见表 1
。

表 1 肇庆政法微博群的发展规模

新新新浪微博博 月鸯讯微博博

粉粉粉丝丝 关注注 微博博 听众众 收听听 广播播

平平安肇庆庆 2 3 1 万万 1 95 777 3 93 6111 2 2 92 3 2 444 19 5666 2 6 3 3 777

法法治肇庆庆 54 万万 68 000 5 3 5222 55 54 7 999 44 777 5 2 5000

公公正肇庆庆 55 万万 1 0 1 555 1 65 0333 55 96 8888 9 8444 1 5 56 555

正正义肇庆庆 55 万万 3 6 666 1 87 8444 554 3 2 999 2 3 000 1 7 90 777

和和谐肇庆庆 55 万万 2 00 111 习4 7 9444 54 81 7 111 15 8555 3 6 3 4 999

二
、

塑造政治信任的肇庆政法微博 : 创新

与机理

建立与公众的信任关系是政法机关行使职能的前提

也是其开展好其他各项工作的基础
。

肇庆市从 20 10 年设立
“

平安肇庆
”

公安微博
,

再到 20 11 年全面开通政法微博群

领全国政法机关设立官方微博之先
。

在政法微博群实际运

行中 肇庆市注重制度完善与团队建设
、

加强透明沟通 提升

了与公众和网民之间的良性互动
,

从而增进了司法公信力
。

20 14 年 1月 肇庆市委政法委
“

法治肇庆
”

微博群项目获得

第七届
“

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
”

提名奖
。

肇庆市借助微博这

一网络媒体
,

旨在重塑官民关系和司法公信
。

( 一 )构建互联网时代的信息话语权

注
:

数据来 自于各微博站点
,

截取 日期为 20 14 年 4 月 13 日
。

2
.

完善制度与配备队伍 实现政法微博运行的规范化
。

制度和人员是微博运行的基本前提
,

缺乏制度规范的微博

必然不会长久 ;而缺乏专业性和高素质的网络管理人员
,

则

微博运行也难以取得成效
。

自开通政法微博起 肇庆市就注

重配套制度建设
,

先后建立了联席会议制度
、

管理工作制度
、

网络发言人制度
、

联络员与网民互动机制
、

答复网民口径库

制度
、

舆情应对制度
、

微博值班制度
、

定期培训制度
、

资料归

档制度等一系列规范性制度规范
。

这些制度规划建设 确保

了政法微博群运转的规范性和持续性
。

同时 为了确保微博

回复的全面性
、

专业性和权威性
,

肇庆政法微博群还建立起

微博专家团队
,

由实操部门
、

互联网技术人员和专家学者共

同组成 加强统一专业培训和网络技术指导
。

其中
, “

平安

肇庆
”

从各警种抽调业务骨干组建一支 30 多人
“

微博专家

团
” 。

在微博专家团内部还建立网络问政奖励制度
,

根据工

作态度
、

质量和网民反馈
,

每季度推荐一名博警参与
“

警队

之星
”

评选 并在年底进行评优活动
。

肇庆市法院则建立网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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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发言人制度
,

由肇庆市中级法院宣传部门工作人员及各

基层法院宣传部门负责人共同组成 答复网民咨询
、

举报
、

投

诉等网上信访事项 引导网络舆情
。

肇庆市人民检察院设立

微博网络发言人团队
,

由来自控申科
、

反读局
、

反贪局
、

公诉

科
、

侦监科
、

民行科
、

监所科
、

法警支队
、

案管中心
、

办公室
,

以

及 8名基层法院工作人员和 5名微博管理员共同组成
。

3
.

创办特色栏目胸建
“

自媒体
”

信息发布渠道
。

与传

统的平面媒体相比 微博是一种
“

自媒体
”

形式
,

微博发布者

就是信息的掌控者
。

微博也是政法机关的自办媒体 为其在

平面媒体之外开辟了信息发布的新渠道
。

肇庆市政法机关

十分重视微博的
“

自媒体
”

功能
,

结合部门特点创办特色栏

目
。

如
“

平安肇庆
”

公安微博开启
“
二次开发— 自定义回

复
”

功能 只要微博用户关注
“

平安肇庆
”

在私信中输入
“ 1

一
6

”

数字 就可以查询到相对应的公安业务
。

目前
,

户政
、

车管
、

治安
、

消防
、

边防六大项业务 ( 由数字 1 一
6 代表 ) 13 9

项内容已经成功上线 极大了拓展了网上服务的范凰
`

公

正肇庆
”

法院微博重点关注微博案件分析 推出
“

法官说法
”

栏目
。

2 01 2年 9 月 7 日
, `

公正肇庆
”

法院微博对典型案件

进行庭审微博直播
,

在广东法院系统首创了微博直播庭审

的先机
`

正义肇庆
”

检察院微博重点关注微博反腐败和预

防腐败 开设
“

检察官说事
’ 、 “

反腐微言
’ 、 `

检察官说事
”

等

特色栏民
`

和谐肇庆
”

司法微博针对外来工网民有白天上

班晚上上网的特点
,

让公职律师在晚上开设职工维权服务

专栏
,

专门为外来工提供网上法律援助服务
“

法治肇庆
”

政法微博设立
“
三打两建

”

栏目
,

发布
“
三打两建

”

专题博文

2 00 0多条
,

网民点击量 30 多万次
,

转载量 1
.

5 万次
,

收集意

见建议巧 O多条
。

通过这些结合部门特点又方便公众咨询

服务的业务设置
,

肇庆市政法微博群成功地赚取了
“

粉丝
”

的关注
。

在现实运行当中
,

微博担当了肇庆政法机关自媒体的

积极作用 借助于这一平台
,

肇庆市政法机关将部门信息迅

速及时公开发布 古领舆论制高点 消除公众疑虑 树立了政

法机关的权威性
。

如肇庆市发生的广宁特大交通事故
、

端州

岩前村爆炸案
、

黄岗火灾案
、

5
·

20 特大抢劫珠宝店案
、

粤 0

车占用高速公路紧急通道涉警事件
、

怀集抗洪抢险
、

谣传消

防官兵救人收钱等事件
, “

法治肇庆
”

微博群均第一时间在

新浪
、

腾讯两个微博平台予以公布
,

并及时向群众公布实情

和进展 化解了各种谣言
。

( 二 )推进公开透明的沟通互动过程

当前困扰全国政法微博的一个普遍瓶颈是: 政法机关

尚不能适应自身在数字空间的角色转换
,

将微博看成是部

门权力的延伸 放不下权力部门的身段
。

因此
,

它们无法适

应网络空间的话语体系
,

仍旧保持官腔官调
,

缺乏与公众的

实质交流 无法赢得公众的信任
。

肇庆市政法微博群通过确

保信息发布的真实性
、

信息回应的及时性和交流互动的平

等性 将微博看成是与公众平等交流的有效平台
,

较好地化

解了上述问题
。

1
.

确保信息发布的真实
`

隘 ,去治肇庆
”

微博群通过发

博文公布信息 土线与网民实时沟通交流
,

满足公众的知情

权
、

表达权
、

参与权
、

监督权
。

根据相关制度规定
,

肇庆政法

微博值班工作人员要求做到
“

五真
”
: 真姓名

、

真照片
、

真电

话
、

真 QQ
、

真话语 树立网络上的公信力
。

肇庆政法微博群

在发布信息内容有着明确的要求 : 以新华社 《人民日报》

(人民网)
、

公安部
、

平安南粤
、

平安肇庆政务网站本周内已

发布的新闻为准 需编署作者名和值班者姓名
,

并标注信息

来源
。

同时 要求做到
“
三不

”

原则: 不要转发党委
、

政府
、

政

法部门负面报道 ;不要转发娱乐界八卦消息 ;不要转发批评

现行国策和法律的帖子
。

上述制度设计 既避免了政法机关

微博发布虚假消息的情况发生
,

也避免了政法微博迎合网

络舆论 散布损害政府形象的状况出现
。

2
.

加强信息回应的及时性
。

微博信息回应的及时性是

确保政法机关与网民有效沟通的基本前提
,

而网络信息的

及时性和交互性也对于政府回应性提出了更高要求
。

从制

度设计上看
, “

法治肇庆
”

微博群十分注重信息回复的及时

性
。

如肇庆市公安局对于借助
“

平安肇庆
”

对业务咨询和意

见建议 要求在 1 一
3 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 ;属重大疑难的

,

应在 7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 对违法犯罪线索举报
,

要求在

3
一 7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

。

肇庆市法院也要求网民对于具

体案件审理进度
、

判后答疑等问询
,

承办法官收到反馈内容

1 日内回复;属于一般业务性
、

常识性问题
,

由各微博工作站

负责人审查后直接回复
。

肇庆市检察院规定微博问政信息
.

原则上在 1 一
3 个工作日内处理完毕并提供答复口径 ;如果

3 日内无法完成的
,

由网络发言人及时答复网民
,

说明理由
。

“

法治肇庆
”

微博群信息发布的及时性
,

提升了政法机关应

对紧急情况的能力
。

如 20 10 年广州亚运会召开前夕
,

肇庆

城区的七星岩景区发生一起爆炸案
,

当场炸死 1人
,

群情紧

张
, `

平安肇庆
”

公安微博立即在现场公布事件调查情况及

进展 肩效化解群众疑虑 引来网友的广泛赞誉
。

3
.

增强交流互动的活泼性
。

研究显示
,

部分政法部门

将微博传播与党内宣传混为一谈
,

微博文风不顾粉丝感受
,

“

纷纷表示
、

一致认为
,

不明真相
、

别有用心
”

等大而化之和

居高临下的官腔官调极易遭致网友的吐槽
。
〔“ 〕为了避免这

一现象的出现
, “

法治肇庆
”

微博群对于微博管理员有着统

一的培训 要求灵活运用
“

网言网语
” ,

发帖频率不宜过紧
,

保持与网民的充分互动
。

肇庆市公安局还设计了以
“

平安

肇庆
”

微博 10 位博主为原型的卡通形象
,

并且在警示宣传

单中也加入了这些卡通形象
,

并以这 10 个卡通形象印制了

十万份钥匙扣分发给公众
,

见图 L
“

平安肇庆
”

在提醒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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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

酒驾时所使用的诙谐语言 就是一个十分成功的案例〔`2

: ]

图 1
.` .

平安肇庆
”

微博卡通肖像

嚼宁气赞势
宙甲常 宁赞

“

请注意 您开的不是大黄蜂
,

请勿酒后驾车!
”

在 20 11 年公

安机关严打酒驾行为和 《变形金刚 3 》电影热播之际 阿平安

南粤发布了网友绘制的大黄蜂漫画 提醒不要酒驾
。

数小时

内 微博转发数就突破 15 00 次
。

有人乘机调侃
“

喝了酒 就

能开大黄蜂吗?
”

@ 平安南粤迅速回应
“

绝对不行! 除非你

一心想变形
。 ”

一句幽默话巧妙地化解了尴尬
。

“

平安肇庆
”

微博由
“

居高临下
”

式的宣传灌输
,

变成
“

平

起平坐
”

的交流互动; 由
“

我说你听
、

我打你通
”

式的权威表

述 变成了
“

不分尊卑
、

双向交流
”

的心灵沟通 胸建了信任

关系
。
〔` 3〕正是在赢得网民广泛信任的基础上

,

肇庆政法微

博群不仅是政法机关沟通网民的桥梁
,

也成为网民咨询恋

爱
、

婚姻
、

家庭等私人问题的沟通平台
。

如一位女网友失恋

后要自杀 经
“

平安肇庆
”

公安微博值班民警劝导 终于使她

放弃了轻生的念头
。

一名刑满释放的年轻网友对能否正常

回归社会产生怀疑
,

经
“

公正肇庆
”

法院微博值班管理员耐
,心进行心理辅导 避免了再度误入歧途

。

一名网友多次在检

察院微博
“

正义肇庆
”

反映村组山林承包款被侵吞事件
,

微

博值班管理员及时正确引导网友依法依规向有关部门控

告
、

申诉 案件成功调解结案
。

( 三 )建立有效回应的信息反馈机制

甚至微博专家团队的知识储备显然力不从心
。

为了做到
“

有问有答 肩答有办
,

不办必督
” ,

肇庆市公安局率先将各

警种的一般性业务归类整理出约 20 万字的网络问政口径

库 制定了 《答复网民口径库》
。

其中 80 % 的内容全国通用

可以解决网友反映的 80 % 的问题
,

有效破解了网络问政瓶

颈性的问题
,

节约了人力和时间成本 《答复网民口径库》

在实践中也不断得到扩充
,

成为肇庆市政法微博群的云服

务平台
。

肇庆市政法各部门微博共享 《答复网民口径库》的

数据资料
,

网民只需要向任一微博提出问题 都可以得到来

自口径库的标准答案
。

2
.

建立后台联系制度
,

加强微博群内部整合协同
。

为

了加强肇庆政法各部门网上服务规范化
、

集约化和协同性

肇庆市委政法委通过微博管理员的 QQ群和个人微博群进

行部门间的协调和信息交流; 对于网民提出的涉及其他部

门业务的问题 池通过这些后台 QQ群和微信群
,

实现集思

广益和实时沟通
。

与此同时
,

肇庆市还建立
“

法治肇庆
”

政

法微博群联席会议制度 海 2 个月召开一次联席研判会
。

联

席会议由市委政法委
、

市社工委
、

市公安局
、

市司法局
、

市法

院
、

市检察院分管相关工作的领导及职能科室的主要负责

人 (联络员)组成
。

通报前一阶段全市政法微博群情况
,

分

析微博群舆论中的敏感热点问题 加强舆情分析
、

情况通报
、

信息交流
、

协调联动等
。

联席会议的决议再转化为改进政法

微博群的具体指导建议 推动肇庆政法微博群的不断完善
。

如何将分散的政法机关微博凝聚在一起
,

如何实现信

息共享与组织联动 是政法微博群构建的一大难题
。

肇庆市

政法机关通过建立口径库 管理员 QQ群和微信群以及政法

微博群联席会议制度等形式
,

构建了政法微博群的后台服

务与联系机制 较好地解决了上述问题
,

见图 2
。

1
.

建立口径库
,

实现信息汇集的云服务功能
。

调研中

显示
,

网民在微博问政过程中咨询的问题千差万别
、

有时又

琐碎具体 层至超出了政法部门的业务范围
,

单靠值班人员

三
、

结论与讨论 : 如何利用 互联网工具重

塑政治信任 ?

网络新媒体显然不仅是信息技术的创新
,

也蕴含着重

要的政治意义
。

正如英国政治学者安德鲁
·

契德维克所指

出的
, `

互联网在重构国家与公民关系的同时
,

也导致治理

模式的深刻变革
。 ”

〔` 4] 互联网技术的政治价值就在于
,

与传

统的政府公告
、

行政流程运转和常委闭门会议相比
,

它让公

民与政府的沟通变得便捷
、

容易且富有互动性
,

提升了政府

的回应性和亲和力 进而增进了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感
。

与传

统官僚模式重视标准化
、

部门化和劳动分工相比
,

互联网时

代的 E 政府模式更重视协同网络的建构
、

外部合作和一站

式的顾客服务
。
〔` 5〕因此 流分发掘互联网的政治功能

,

再造

政府在数字空间的运行流程和沟通形式
,

已成为发达国家

地方政府创新的重要趋势
。

从肇庆案例来看 互联网工具在拓展与公众的互动
,

重

塑政治信任中确实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

不论是微博的粉丝

量
、

关注度和发帖量 还是实践的持续性
、

发展规模以及经验

扩散性 肇庆市政法微博群都可以看成是成功的范例
。

肇庆

市连续四届被中央综治委评为
“

全国社会管理综合治理优

秀市
”

并 2 次荣获全国社会管理综合治理
“

长安杯
” 。

从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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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政法微博群的创新过程来看
,

有三条基本的经验值得借

鉴: 一是建构健全的制度体系与专业团队
,

从应景式的创新

走向制度化的建设 确保创新过程的持续性
。

二是放低网络

中的身段 运用平民化的沟通方式 特别是政法机关要适应

数字平台上的话语表达 要学会
“

在网民的诅咒声中体察民

情 在网民的谩骂声中关注民生 在 网民的板砖声中树立公

信力
” ,

〔` 6〕从而增进与公众沟通的实效性和吸引力
。

三是

加强后台支撑体系与平台建设
,

为微博群的发展提供数据

库支持
,

提供部门协同联系机制
。

总之
,

尽管互联网工具为

政府提升公民的政治信任提供了新的契机
,

但如何把握和

利用这一契机 却需要更多的工作完成
。

尽管网络技术创新也蕴含着巨大的政治价值
,

过分夸

大这一创新的价值也并不符合现实
。

实际上 基于网络技术

的政府创新本身也受到许多约束条件的限制: 如虚拟技术

创新与现实政府绩效之间的张力
,

政府在线表现并不能替

代现实中政府公共服务的效率与质量
,

前者只是对于后者

的一种强化和补充
。

宏观制度环境对于微观试验的约束 户

央及上级机关对于网络技术的态度直接影响着地方政府创

新的持续性
。

而信息技术本身不断地推陈出新和自我淘汰
,

对于这一创新实践也产生了潜在的消极影响
。

微博的衰落

与微信的崛起导致大量粉丝流失和关注度下降
。

为了应对

这一趋势 20 13 年 7 月 1 日
,

肇庆市开通了政法微信群
,

包

括平安肇庆
、

公正肇庆
、

正义肇庆
、

和谐肇庆
、

阳光肇庆边检
、

平安怀集
、

平安端州
、

平安四会
、

平安鼎湖
、

平安高要
、

平安怀

集
、

平安德庆
、

平安广宁
、

平安大旺
、

宝月派出所等
。

20 14 年

1月 肇庆市公安局再次进行
“

自我更新
”

几乎同一时间 在

易信
、

来往
、

微视
、

喜马拉雅
、

啪啪等 5 个新媒体平台注册了
“

平安肇庆
” 。

通过对这些互联网新技术平台的应用
,

肇庆

市政法微博群努力拓展网络空间的影响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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