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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与大家一样提交了研讨会论文,题
目是《康巴文化与迪庆藏族文化源流初探》，
该论文已经收录在学会编辑的论文集里了，
但我不想用该论文来进行交流发言，我想用

《关于藏学研究与媒体传播的几点思考》为
题，与大家一起进行交流分享，希望能起到抛
砖引玉的作用，但我也不知道，我提出的想
法，是否妥当，能否溅出一朵浪花。

我首先想用一段真实的故事来作引题，
讲媒体传播的巨大作用，与各位专家学者一
起分享，在过去，西藏、青海、四川、甘肃等藏
区，好多人都不知道，云南有藏族，甚至迪庆
还有藏族，这里曾经是一个不为人知的隐秘
地方，但是迪庆藏族自治州成立之后,历经了
近六十年的风雨前程，随着传统媒体和新型
媒体的不断涌现、不断发展，通过国内外各种
媒体的用汉、藏、英等各种语言的不断传播宣
传,迪庆州的知名度不断提升，尤其是世界品
牌香格里拉落户迪庆以来，香格里拉这一美
名替代了迪庆藏区，乃至迪庆周边地区，也就
是被大家誉为的大香格里拉地区，在这里居
住的广大农牧民群众真正享受到了香格里拉
旅游文化的重要意义。

因此，我想用《关于藏学研究与媒体传播
的几点思考》与各位专家学者一起交流探讨，
希望得到共识。

藏学的故乡在中国。这是我们搞好藏学
的得天独厚的条件，这也是我们的最大优
势。但可惜的是国际藏学研究之父并不在中
国，而是在国外，西方把匈牙利学者乔玛称之
为国际藏学研究之父，同时，也把于道泉教授
尊称为中国藏学之父，这样的评价也不足为
奇，也不是很重要，更重要的是，当前，藏学无
论在中国国内，还是国际上，都已经共同视为
一门显学。但还有一种说法，我们现在所说
的藏学这个概念似乎起源于西方，这样，中国
藏学研究的时间上比西方的藏学研究起步晚
了至少一百年，但不管是国外藏学，还是中国
藏学，都是一脉相承的研究，都是研究藏族和
藏族文化的学问。不仅研究过去的藏族历

史、古老的藏族文化，而且研究现实和当前藏
区生产生活、文化变迁，还研究藏区未来的发
展和展望,为我们藏区的同步实现小康社会
服务，为实现中国梦努力服务。

2016 年 5 月 17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
主持召开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发表
重要讲话，习总书记号召我们所有从事哲学
社会科学的人：“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
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
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
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要推动中华文
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
让中华文明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明一
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

同时，习总书记对我们从事学术研究的工
作者提出新要求：“我们不仅要让世界知道

‘舌尖上的中国’，还要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
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
中国’，让世界知道‘发展中的中国’、‘开放中
的中国’、‘为人类文明作贡献的中国’”。我
们藏学研究者，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
者，应该担起这一社会责任，这是我们义不容
辞的责任。我们要做到“心里有大义，胸中有
人民，肩上有责任，笔下有乾坤。”

在当前，信息大爆炸的年代，我们藏学界
面临着诸多问题，我们要突出优势、拓展领
域、补齐短板、完善体系，要建立起藏学研究
与媒体传播的相互支撑体系，藏学研究与媒
体传播之间相互互补，相互支撑，形成共力。

在藏区，最早办的第一张藏文报纸《西藏
白话报》，到现在已有 100 多年的历史，藏区
的媒体从单一的媒体发展到多媒体，从传统
媒体到新型媒体发展，从一种文字发展到多
种文字，基本实现了藏区全覆盖。

尤其是当前从精英藏学到大众藏学的转
型、普及发展过程中，传承和发展藏族文化，
提高藏族文化的普及面、知晓度，关键还是要
抓住媒体对藏学研究的传播力、影响力、吸引
力和凝聚力。

我认为从影视藏学、网络藏学、媒体藏
学、藏学外宣等 4 个方面，可以提高藏学的传
播力。

一是从影视角度，传播藏学，可以把抽
象、概念、深奥的藏学，用声像的形式，制作成
栩栩如生的画面，讲好藏学知识，呈献在受众
面前，让受众在影视里理解藏学，在娱乐、观
赏节目中接受藏族文化教育。尤其是当前影
视欣赏已经变成了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
部分，尤显重要。

二是从网络的角度，传播藏学，目前，网
络已经变成了世界上影响最大、用户最多、信
息资源最丰富的跨国界的媒介平台，我们可
以进一步利用百度、谷歌、搜狐、腾讯、云藏、
大数据库、中央厨房等互联网空间，传播藏
学，同时也建立单位、协会、公司，以个人的网
站、微博和微信等网络平台传播藏学，扩大藏
学的普及力度，提高藏学的大众知晓度。

三是从媒体的角度，传播藏学，从目前情
况看，藏学在媒体上的传播还不是很活跃，我
认为藏学不仅是报纸、电视、广播、杂志等四
大传统媒体的主客，而且是户外媒体、网络媒
体、新媒体（包括手机短信、手机客户端、微信
公众平台、微博等）的主客或主打内容。藏学
界要充分利用好监测社会环境、协调社会关
系、传承文化、提供娱乐、教育公民大众、传递
信息、引导群众价值观等方面的媒体功能，做
好藏学传播。

四是从外宣的角度，传播藏学，党中央对
藏学工作提出了“两个服务”，即为藏区经济
建设服务和为维护祖国统一服务。同时，做
好藏学外宣也是中央提出的重要工作，藏学
外宣的目的也是十分明确，让我们讲好藏区
农牧民的故事，与国际社会交流、对话，从不
同的角度介绍一个真实的藏区，让世界认识
真实的藏区，达到解惑释疑的目的。

总而言之，用媒体传播打开一扇藏学研究
的靓丽窗口，推动藏学研究工作，将会起到事半
功倍的作用，何乐而不为？ （本文系2016年四
川藏学研究会第九次研讨会上的发言）

春天终于慢吞吞地走过来了，浸淫在钢筋
水泥的丛林中，很难闻到新开花朵的芬芳，听
到鸟儿的鸣叫。如果不刻意去找，很容易就
不知不觉地错过了春天。周未了，早早地起
来，在黎明的曙光中直奔拉姆央措湖而去。
拉姆央措湖与松赞林寺比邻而居，连成一
体。它与独克宗古城在香格里拉小城的一条
中轴线上，遥相呼应。前者是较大的藏传佛
教寺院建筑群，叫日光城；后者是很大的藏族
民居建筑群，叫月光城。与独克宗不同的是，
这里少了几分喧哗，多了几分神秘和幽静。

天刚朦胧亮，仿佛还包着一层白色的纱，
一切生物都还没有醒。走着走着，天上的蓝
色一点点深了，天空中飘荡着一条如哈达一
样洁白的白云。空气中有一丝清甜的凉意。
沿着木栅栏围着的小路来到了观景台。清澈
的湖水映入眼底。湖水北岸是巍峨的松赞林
寺。最高处是金碧辉煌的三大殿顶上已经迎
来了当天的第一缕曙光，它雄伟的身姿映在
如镜的水面上，泛着红光。湖边长着及腰高
的水葱，绿油油的、密密的像是守卫着吉祥之
地的卫兵。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四边的
小山丘上，疏懒地立着几个青稞架，它笔直的
几何式的线条与周边起伏的山峰的曲线相映
成趣。西边是叫做岽取生的小山丘，上边有
白塔和烧香台。五彩经幡飘飘，烧香台上炊
烟袅袅。据说寺和湖的构造立意深远。松赞
林寺里的八大康参象征着“八瓣莲花”，耸立
坡顶的释迦牟尼殿、扎仓大殿和宗喀巴大殿
则象征着供奉于莲花心部的佛法僧三宝，拉
姆央措湖和岽取生分别代表供奉于三宝莲花
座前的净水和白螺。这样的解释，给人以极
度的神秘感，更增加了对胜地的敬畏之情。

走在实木的栈道上，脚步声朴朴地响，听
见自己呼吸的声音。一丝凉凉的风拂在脸
上，柳树依依，“吹面不寒杨柳风”，沿着曲径
通幽的小路，三步一景，五步又一景，总能看
到松赞林寺雄伟的身影。这一刻，我的心静
如湖，眼里也只有湖。而湖却不只有我一个
行人。清晨虽然幽如空谷，游人稀少，但仍有
早起散步的人匆匆的脚步声，藏族老阿妈手
摇转经筒的声音，从松赞林寺传来敲击晨钟
的轰鸣和大殿僧人诵经的声音。湖中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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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跃起扎一个猛子，叼起什么吃着，时而扑腾
着翅膀，时而转过身子，用嘴梳理羽毛。日出
惊山鸟，时鸣春涧中。湖的上空，时而飞过一
只鸟儿，只听得一声鸣叫，却快得不见身影。
树丛里也有细细的声音，只闻其声不见其
影。相传在康熙年间，五世达赖卜定松赞林
寺址谶曰：“林木深幽现清泉，天降金婺戏其
间”。以此为据，寻到的正是拉姆央措湖。信
众把湖视为圣湖，也把水中珍禽当作天降神
鸟加以庇护。

漫步在木头小路上，抬头看着湛蓝的天
空，时而侧耳听到鸟儿的鸣叫，看着柳树迎风
起舞，心中似有一泓清泉汩汩流过。多久没
有抬头看看蓝蓝的天，听一听自然的声音
了。有着太多的目标和太快的节奏，有时觉
得自己像一块沉重的秤砣，在生活的潮水中
一点点地下沉。春夏秋冬如同一块不相干的
幕布在我的身后起起落落，忘记了杜鹃花开
的绚烂，忘记了秋叶的多彩。这里，此刻是属
于我的，我也是属于这个湖。平时里，来朝拜
的香客，来观光的旅人，熙熙攘攘，络绎不
绝。而此刻的宁静又是多么的珍贵啊！转山
转水转佛塔，不为朝佛，只为聆听自己心底的
回音。

拉姆央措湖也是重要的生态湿地。这里
有水生植物水葱、杉叶藻、短穗黑三棱、睡莲、
水朝阳花等。水葱常常作为茶马古道马帮的
青饲料，杉叶草也被当地百姓当作牲畜的青
饲料。飞禽有赤麻鸭、凤头潜鸭等。一到冬
天，从西伯利亚来的斑头雁、黑颈鹤等几十种
鸟儿到这儿过冬。“湖光山色两心知，湖面无
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色，碧玉潭中一青
螺。”湖中的小岛也似一只海螺，在湖光山色
中奏响自然的梵音。我想，湖水也可以把来
人的魂魄暂时寄存一下吧！不时有善男信女
将白鹅、鸭子放生到湖里，也有人特意来给湖
里的这些水禽喂食。所以这里的水禽对游人
熟视无睹，它们的营养也很充足，羽毛油亮鲜
艳。放生的人做了善事心满意足，放生的动
物也有了很好的生活，真是两得其乐啊！因
了神明的庇护，这是一片怎样美好的乐土啊！

因了信仰的缘故，环湖的栈道只能顺时针
走，否则会被认为是对神湖的亵渎。湖南面

的小山上有一排密密的树林，里面是天葬
台。有时会有成片的神鸟飞过来，信众认为，
神鸟会把死者的灵魂带到天上，而死者的亲
属也很欣慰。不论怎样，这是一种很环保的
做法。西边的小街子村是古代茶马古道的重
镇，现在，村民办起了农家客栈，在这里住宿
的客人也多了。四边的山把世间的喧闹也挡
在了外边。寺的后山上写着“嗡玛尼呗咪哞”
的六字箴言。相传，五世达赖于 1679 年上书
康熙皇帝，建立松赞林寺，相中了这片风水宝
地。现在，寺中还珍藏着五世达赖从拉萨带
来的两百余斤黄金铸成的释迦牟尼塑像做为
镇寺之宝。相传，四川省甘孜州理塘县被认
为是六世达赖的转世灵童诞生之地。但在七
世达赖去拉萨坐床之前，因政治原因受到追
杀，曾躲藏于松赞林寺中。七世达赖因此感
激涕零，松赞林寺也因此声名大振。六世达
赖仓央嘉措的诗《洁白的仙鹤》“我只是到理
塘看一看就飞回”，七世达赖当年是否曾在湖
边散步，是否也感觉自己像一只洁白的仙鹤
在湖光山色之间飞翔呢？我也在想象，茶马
古道上的马帮是否耐心地等待马儿吃着湖边
的水葱，他们怎样风尘仆仆地在艰辛的旅途
中去寺里叩拜，又带着怎样的满足继续踏上
西行的旅程。而小街子村边又是怎样的一个
人喊马嘶、熙熙攘攘的胜景呢？

数十年往事涌上心头。1936 年红军长征
路过这里。红军二、六军团在贺龙、肖克率领
下从四川桑植来到中甸，当时“政教合一”的
上层人士和普通民众纷纷躲避，贺龙亲往松
赞林寺拜访松谋活佛，向僧众宣讲了共产党
的民族宗教政策。被他的诚意所感，活佛同
意为红军筹粮三万斤，普通民众拿出了酥油、
牦牛给了红军，贺龙还给松赞林寺赐了书写
有“兴盛番族”的锦幛，这是我党对民族宗教
政策的有益探索，现在这面锦幛收藏在中国
军事博物馆里。解放后，松谋活佛当选为迪
庆州第一任州长。

太阳一点点地升高了，照亮了东西山边的
云彩。一抹红霞如轻纱一样飘扬。松赞林寺
的三个大殿的鎏金宝顶上的祥麟、转经筒和
法轮上金光闪闪，天边偶尔掠过了飞鸟似乎
打破了这一片宁静，却又倏尔复归了原位。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脚步
丈量着每一寸土地，呼吸着每一丝气息。沿
着木头小道，看着郁郁葱葱的水草，不时有红
色的报春花、黄色金莲花，蓝色的鸢尾花竞相
盛开，让人心旷神怡。来到了一眼清泉边，这
是周边藏族妇女背水的神泉。水源历来受到
藏民族的崇敬和保护，每逢初一、十五，藏民
会在洁净的水源地来取水，并用 7 只铜净水碗
或银净水碗将净水供给神灵。每天清晨，藏
族妇女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背水，换掉
昨天摆放的七碗净水。人要有怎样的信仰，
才能多少年如一日地持之以恒呢？在苯教
里，万物有灵，山有山神，水有水神。他们在
砍树之前，要祭祀山神，宰杀牲畜之前，也要
请人念经做法。所以，藏族人民不过多向自
然索取，保护了生态环境。这么美丽的清晨，
欣赏着美丽的景色，恍然走在一条时光的隧
道里。数百年间，沧海桑田如白驹过隙。还
是这座山，还是这泓水，还是这座寺，只是换
了人间。

关于藏学研究与媒体传播的几点思考
●张国华

自媒体时代是一个“人人皆记者”的自由草根
媒介时代，多样化的媒介传播工具为各种信息的传
播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同时也造就了舆论的负面影
响。网络谣言伴随着自媒体时代逐渐发酵，使得网
络上虚假信息泛滥，给网络舆论监管带来了严重的
挑战。本文从自媒体时代网络新闻出发，阐述了当
前自媒体时代下网络新闻传播的现状，并提出自媒
体时代网络新闻传播舆论引导策略。

一、自媒体时代网络新闻传播
2002 年，美国学者吉尔莫首次提出了自媒体

（We Media）这个词汇，2003年1月，他发表了《下
一时代的新闻：自媒体来临》（News for the Next
Generation：Here Comes 'We Media'）一文，该文提
出，因为博客、论坛等新生代事物的迅猛发展，大多
数掌握熟练科技技术的用户开始迫切地加入新闻
对话之中，同时影响了整个新闻传播过程，所以说
今后的主流媒体将变成自媒体。所谓媒体，就是由
于互联网等高科技技术手段产生和传播的新式报
道手段，其打破了先前单独或数个媒体作者撰稿手
段，结合了各个阶级与差异化经历的心声。在
Web2.0基础上成立与传播的微博、博客等均属于
自媒体范畴，运用这些自媒体的用户一方面是接受
信息的受众，同时还是发布与传播信息的主体，用
户能够借助互联网公布各种信息，包括自身的生产
生活状况、对事情的观点与建议等等，设立属于自
己社交圈子的网络。从另一个层面来讲，自媒体其
实就是偏向普通大众的、公众化的传播主体，通过
论坛、微博等互联网新技术，将各种信息资源传播
给指定的人或众多的网民的媒体。

二、自媒体时代网络新闻传播现状
产生网络舆论有着特定的社会环境，因为不断

变化的社会背景、日益加深的民主化程度、不断增
长的公民素质等方面因素，使得公民越来越渴望将
自己的观点与想法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并且现代
社会日益网络化，世界日益开化，信息交流时的安
全性与相互性逐渐提高，更多的人都将网络当做了
表达内心想法的媒介，借助网络媒体和传统媒体的
统一合作，渐渐地造就了强悍的网络舆论与民间舆
论场，同时借助自下而上的传播手段吸引政府和各
界精英的关注。

自媒体时代发布新闻的技术标准很低，不用建
立媒体公司，也不用申请书籍的“刊号”等，所有人
均能在自己的社交网络里进行“报道”，只要用户发
布的信息具有新闻价值，就会以最快的速度传遍整
个媒体。自媒体属于彻底为大众所有的、用户进行
信息的自产自销的共享媒体，具有超强的潜藏动
力。其所具有的最大优点就是基于技术保障产生
出无限发展的可能性，同时它还密切制约着媒体形
态的发展过程，打破传统媒介的手段与模式。无数
的实践证明：“对话”能产生“宣讲”所无法达到的效
果。

自媒体网络新闻传播和传统媒体的显著差别
是自媒体的自下而上的传播途径，它属于普通民众
自我控制的信息传播手段，其引领了我国全新的

“自媒体时代”，所以有着很特殊的性质。
1、传播主体的宽泛性
一般来说，传统媒体时代中的传播主体是指带

有信息传播作用的媒体和机构，还有的指的是控制
该机构的部分个人，因为特殊的环境与圈子，使得
传播主体有着一定的局限性，受众是指那些处于信
息被动接受方的大众传媒群体。自媒体时代的传
播主体却不同，它可以是所有在网络上制造与发布
信息的个体，它能同时兼具受众和传播者两种角
色。此时的受众也不同于传统所指的受众，它能够
带有主观思想地挑选所需信息，却不会被大众媒介
强制性地灌输不感兴趣的信息。

2、传播方式的放射性
在传统媒体时代，大众媒介所行使的传播途径

是自上而下、一对多的传播途径，其特点是单向的、
线性的，受众与传者没能达成良好的交流，所以传
播的效果不容乐观。但是对于自媒体时代来说，由
于其传播模式是一对一、一对多、多对多、多对一的
多元化传播，受众与传者间没有任何距离感，所以
自媒体可以十分轻松地使受众接受他们所想传达
的信息，受众也可以及时地把传播效果表达给自媒
体，这样的特性使传统媒体望尘莫及。

3、传播速度的迅速性和即时性
在互联网时代，没有时空限制，任何人只需要

借助手机或无线终端，就能够随时随地制造和传播
各种信息，同时使该信息在最短时间内发布出去。
因为受众与传者的距离为零，且具有极快速的传播
速度，这些都使得传统媒体不能与之匹敌。

4、传播内容的去中心化
自媒体时代的传播者有着多重的身份，自媒体

时代的人能够充当信息的受者，还能充当信息的传
者，信息传播的主客体间的划分线濒临消失。所有
自媒体用户属于浏览网页内容的一方，同时还是制
造网页内容的一方。用户可以借助在其他人那里
浏览到的有效信息整合加工活直接将信息发布给

自己社交圈内的受众群体，这样就拥有了传者与受
者的两重身份。

三、自媒体时代网络新闻传播舆论引导
当前自媒体发展迅速，网络舆论使信息得到快

速的传递，进一步提升了大众的参与率同时也让舆
论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使政府传统的社会管理方
式面临巨大挑战。

1、做好自媒体议程设置
提到舆论导向就一定离不开议程设置，议程设

置是实行舆论导向的基础，议程设置的概念说，大
众传播具备一种为群众设置的“议事日程”功能，传
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
不同程度的显著性(Salience)的方式，干扰了大家对
周围世界的要事及其关键性的分析。新闻媒体的
主要工具是大众传播，在传播流程中自主展开议程
设置，提供积极向上的传播内容，能够直接地引导
舆论。

而对于突然发生的灾难事故，人们则有更多的
议题来讨论，从灾难程度到受灾群众的生命，统统
都是大家所关注的，假如说突然发生的灾难事件在
信息传递中舆论引导没有做好，人们可能轻易地就
被负面的情绪所影响，所以，政府和媒体在突然发
生的灾难事件之后应立即引导好议程设置的任务，
在舆论引导的流程中着重注意事件外正能量的传
播，用具有正能量的主题使大众能勇敢地面对灾
难。

2、加强主流媒体舆论引导
网络世界反映了现实生活中的状况，尤其是使

用传统的媒体方式不能有效地说出民众的意愿时，
使用互联网的信息传播能有效地使更多的民众产
生共识，从而变成舆论。政府部门应该极其看重网
络舆论，保持积极引导，主动开导的政策，不管是对
传统的公众传媒，还是对网络新媒体，都应当在网
络舆论产生时给予迅速的正面答复，控制主动的话
语权。在之前几起影响力较大的舆论事件中，完全
是政府部门没有及时的给予积极的回复，从而使群
众发布的虚假和恐慌的信息，乘虚而入，等到政府
机构发现以及回复时，公众的信任力已遭到严重的
破坏。因此，一定要加大力度管制对主要媒体的建
立以及主动发言权和舆论导向自主权，在政府官员
的基本素质教育上和机构系统建立中必须做好安
排，提升所有工作团体舆论导向的实力。主流媒体
要做好引导的艺术，在舆论导向中应充足的想到网
民的切身利益和思想情绪，不能仅仅只是盲目的发
布一些规定和制度或者使用消极的态度进行辟谣
工作，而是把自己当作是参与者，借助理性的行为
争得网民的认可。

在政府新闻类的网站建立中，政府机构应重视
互动交流，在权威发布的同时保证沟通。并在工作
人员安排上做好充足的培训，除新闻发表外，其他
的工作也需在和网民沟通以及管理中提升工作人
员的业务水平。微博是当前主要的媒体之一，政府
机构应该看重在微博中的民意表述，看重微博问
政，微博中的讯息具备巨大的舆论导向以及议程设
置的实力，微博平台中的民众言论表达更基层、更
直接，许多舆论事件经过传统媒体，没有办法被统
治者知道的管理黑暗事件，如果对其不管不顾会极
有可能酿造成较为严重的集体性事件以及偏激的
舆论。

3、建立网络舆论监控系统
同传统舆论做比较，网络舆论拥有突发性的特

征，所以在网络舆论防范预警中政府相关部门需要
做好准备工作。我国对于紧急事项的预警处理，发
布了《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从组织体
系、运行机制、应急保障和监督管理方面都做了详
尽的阐述。从2006年发布以来其紧急事项的处理
得到了良好的落实执行，但是在实践过程中却事倍
功半，舆论紧急事项经常发生。政府机关应该加强
执行力度，从而在网络经紧急事项预警中，达到有
备无患，从根源上禁止负面舆论的聚集。

起初，针对信息采用定量分析的办法，创建数
据库对于网络舆论实行及时监控。依据搜索引擎
的功能以及网络信息抓取功能，经过搜寻网页内容
的阅读来完成关键字搜寻或者专题检测等，这些功
能在技术上是可实现的。

然后，在舆情分析过程中需要综合定性分析以
及定量分析，建立兼容度完善的综合型模型。因为
网络舆论波及话题广、涉及到公共事务中的各个方
面，所以仅仅依据定性研究及定量统计都达不到全
盘分析的结果。

最终，在创建舆情监控系统之后，需要留意地
方跟中央以及各部门间的系统联动性，将舆论预警
系统组合为一个较大的系统。当紧要事件产生时，
通常开始关注到的是地方政府部门，然而在事情的
应对和处理上，地方政府部门往往没有充分的权限
以及能力；相反当舆论刚刚开始的时候，中央政府
部门并不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握真实的信息，因
而，各部门之间的联动性对于预警系统来说是非常
重要的。

△李杰

自媒体时代网络新闻
传播中的舆论引导

拉姆央措湖的早晨
◎刘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