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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时代催生了以网络为主要传播媒介的信息交互空间和交流途径，良好的网络媒介素养是时代之需。网

民数量与日俱增，媒体环境日趋复杂，执政环境愈加公开透明，基层干部在网络时代面临更大的执政能

力考验。系统教育培训的不到位、官本位思想的影响以及对接收的信息反馈有参差等使得基层干部网络

媒介素养整体态势与时代发展未完全同步，在网络媒介技能使用、认知理念和批判意识等方面仍存在一

定困难。本文在此基础上对提升基层干部的网络媒介素养给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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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ew era has given rise to an information exchange space and communication channels pri-
marily driven by the internet as a major medium of dissemination. A good understanding of online 
media literacy is crucial in this era. With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internet users and a more com-
plex media environment, coupled with a more open and transparent governance environment, 
grassroots officials face greater challenges in their governing abilities in the digital age. Due to 
inadequate systematic education and training, the influence of bureaucratic thinking, and uneven 
feedback on the received information, the overall level of online media literacy among grassroots 
officials has not fully synchroniz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Difficulties still exist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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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as such as the use of online media skills, cognitive concepts, and critical awareness. Based on 
this, this article provides corresponding strategies and recommendations to enhance the online 
media literacy of grassroots offic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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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3 年中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办公室发布的《第 52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数据显示，截至 2023 年 6 月，我国网民规模为 10.79 亿，我国手机网民规模为 10.76 亿，城镇网民规模

达 7.77 亿，网络空间日趋庞大，运转日趋复杂[1]。网络的迅速及时、多变互动、跨地域空间的特点为公

众表达民意、参与社会治理提供了方便快捷的平台，但与此同时也会展现出网络的双面性，这就给领导

干部的网络执政能力提出新的要求和挑战。党的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在其《中共中央关

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便提到要加强互联网建设[2]；党的十九大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要营

造清朗的网络空间[3]；2018 年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也表明要使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变成

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4]；直至到党的二十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今网络生态持续向好[5]，互联网的运用

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每个角落，网络媒介逐渐超越信息交流这一初始功能，开始影响人们的政治生活、

社会价值观，重构人们的日常生活，甚至情感世界和意识形态。基层干部工作在一线，在直面群众需求

和新形势的双重压力下，只有及时认识网络媒介的重要性，端正对网络媒介的正确认知，培养并提升良

好的网络媒介素养，才能迎合时代之需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2. 基层干部提升网络媒介素养的意义 

在面临以互联网络为主的深刻技术变革中，基层干部相关素养的缺失，会导致基层干部在媒体面前

表现得情绪化，飙“雷人”之语，施错误之行[6]，因此基层干部提升相关素养是推进政府治理能力现代

化的必然要求[7]，作为基层干部，应该意识到自身在信息网络中的重要角色，要认识到网络媒介对社会

发展带来的影响和机遇，及时保障基层组织和群众的信息安全，才能维护社会稳定。 

2.1. 推动积极构建网络命运共同体 

2022 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向与会者致贺信，表明要加快构建网络空间

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做出贡献[8]。基层干部，是政府在基层治理中的重要依托

和保障，担负着组织、管理和服务的职责，解决的是人民群众最直接的利益，更应该意识到自身在信息

网络中的重要角色，及时端正并提升自己的网络媒介素养，承担起构建网络命运共同体的第一责任。网

络媒介已然成为信息交流、舆论引导和政策传达的主要渠道，能够快速传递信息、激发社会创新活力，

基层干部只有了解和把握网络媒介的规律和特点，树立正确的网络媒介价值观，才能充分认识到网络媒

介既是一种工具，也是一种文化载体，最大限度发挥网络媒介的作用，积极参与以网络媒介为载体的社

会治理、监管和规范建设，践行网络安全意识，保护公众信息安全，构建网络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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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充分营造良性网络环境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1 年对首届中国网络文明大会寄言也表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担当责任，网络平

台、社会组织、广大网民等要发挥积极作用，共同推进文明办网、文明用网、文明上网，以时代新风塑

造和净化网络空间，共建网上美好精神家园[9]。基层干部在网络媒介素养方面的提升，能够更好地认识

和理解网络空间规律和特点，敏锐抓取和分析网络环境中的各种思潮和言论，有的放矢，切实维护意识

形态领域安全[10]，从而有效引导网络舆论，引领广大民众树立正确的网络安全意识，营造一个可信赖、

安全可靠的网络环境，逐步提升社会信息的真实性和可信度，为广大民众提供一个健康、积极的网络空

间，保障网络空间中信息传播和互动平稳有序、积极健康，维护国家法律和社会秩序，构建良好的网络

生态。 

2.3. 优化基层干部组织建设 

对于基层干部而言，拥有良好的网络媒介素养意味着能够更快、更准确地了解并掌握各类动态信息，

把握当前形势，了解民意需求，制定决策开展工作，及时回应社会关切，解决群众问题，加强与群众的

互动与沟通，促进基层干部组织与群众之间的紧密联系，为基层干部组织建设提供更有价值的信息引导；

除此之外具备良好的网络媒介素养才能正确利用网络媒介之间的协作与共享，促进跨地域、跨单位的合

作与互动，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进行组织间的信息分享、经验交流和资源共享，能够更加便捷地互相

学习和借鉴，进一步增强组织间的联系与合作，从而提高基层干部组织工作效率和协同能力，加强组织

整体实力，推动基层干部组织建设的创新与发展。 

3. 基层干部提升网络媒介素养的困境 

3.1. 系统教育培训不到位，知识技能欠缺 

随着网络信息化的飞速发展，网络媒介在公共服务中的运用越来越广泛，成为人们获取信息、交流

和社交的重要平台。然而在快速转型的网络信息时代背景下，存在基层干部受工作条件、工作环境和心

理因素多方面的影响，无法及时接纳新的工作技术，高效的适应新的工作模式，从而会出现一些技术束

缚性的问题。 
一方面基于基层干部缺乏针对性的培训内容、灵活的培训方式和系统性的考核机制，除此之外基层

干部服务对象和工作内容等方面的特殊性，没有充裕的时间去接受系统化、完整化的网络媒介素养培训，

外部供给和保障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导致相关的媒介技能有欠缺；另一方面基层干部自身对提升网络媒介

素养意识没有重视，对此技能的掌握和提升存在不同程度性的忽视和排斥，对相关知识的学习和接纳缺

乏主动性等，是提升网络媒介素养面临的主客观问题。 

3.2. 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素养认知不足 

由于受到以前的历史文化的一些影响，官本位思想仍然是有些不可避免的，在这样的认知环境下就

会存在不重视网络媒介素养的现象。一方面，无法及时跟进时代的变化，从而无法适应新的素养要求，

同时伴随着对自身角色和职能的固有认识，在网络信息时代可能就无法与公众进行相对亲和以及完全深

入的对话；另一方面因为对自身所在职位的严格要求，不同于以往的垂直性的信息传递方式，对网络媒

介这种具有不可控性且有发散性的信息流动和互换的媒介，具有一定的不信任性，这种认知不足会使基

层干部在网络媒介上对群众的诉求和回应产生疏离感；同时网络媒介提供了相对更加广泛的互动和参与

平台，但基层干部可能因为官本位思想的存在而对此持保留态度。他们可能觉得自己的言行举止受到严

密监查和过分解读，这种认知不足可能导致他们在网络互动和参与方面的消极态度，无法积极主动地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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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交流和沟通。 

3.3. 信息接收反馈有参差，批判意识局限 

随着网络媒介的快速发展，大量信息涌入公众视野，在爆炸式的信息流中，基层干部对于信息的抓

取具有一定的筛选性，对于通过网络媒介所传递出来的各种信息就会存在不一样的反馈态度，闭口不言

或者选择性地回应都是会存在的信息反馈状态。在这种模式下，所反映出来的是基层干部由于对网络媒

介相对不完全的认知所导致的信息处理偏差，暗示了他们在评估所接收信息时缺乏一致的批判思维和分

辨能力，进一步折射出的是基层干部在面对网络媒介时所表现的不同动机和态度。内在因素参与下所体

现出的外在影响让基层干部在面对网络媒介时就有所保留和限制，更不利于对网络媒介素养的提升。 

4. 基层干部提升网络媒介素养的路径 

4.1. 加强培训教育，掌握技能知识 

对照新媒体时代的执政能力要求，当前应当强化顶层设计，一方面上级组织应该保障相关培训资源

的配备和更新，尽量消除客观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基层相关组织也应该就基层干部提升网络媒介素

养做出全局的部署，在实干中提升基层干部的网络媒介素养。 
从组织层面来看，应该及时借助网络强国形势，开展网络媒介素养系统性的培训与考核。结合基层

组织的具体需求和特点，制定有针对性的培训内容，本土化的培训计划，为基层干部提供必要的技术设

备、网络资源、专业人才等相关资源，通过多样化的培训内容和丰富的物质保障，引导基层干部能够全

面了解网络媒介的特点和使用方法，掌握通过网络媒介开展治理的基本知识；采取灵活多变的培训方式，

充分考虑到基层干部时间分配问题，可以采用线下和线上相结合的培训方式，甚至可以组织相关的专家

专题讲座，鼓励积极参与相关研讨会，提供学习交流平台，促进更加高效的完善基层干部对网络媒介素

养的认知体系。 
从个人层面来看，要充分认识现今时代网络信息传播的规律和发展的规律，主动进行相关理论知识

的学习和培训，提高网络信息辨识能力、提升在网络媒介中的各种参与能力、主动追踪有效信息的网络

媒介使用能力等具体能力；同时紧跟时代发展，基层干部应该主动熟悉网络生态，积极消除各种网络封

闭和焦虑，积极学习和适应网络环境，关注新兴的网络趋势，正视基层干部在网络环境中的话语效应，

通过能力的培养、观点的改善使其具备在网络媒介中与时代同向而行，与公众建立互动和信任关系，从

而能正面引导各种网络事件来施行基层社会治理的协调能力。 

4.2. 转换固有思想，促进素养认知提升 

政府可以积极推广开放、透明的网络媒介文化，加强基层干部与公民的沟通交流。通过营造一个良

性的媒介环境，在行动中倡导并以此来稳步转变基层干部的固有思想。要逐步引领正确认识网络媒介素

养的作用与意义，明白良好的媒介素养不仅仅只是会通过网络媒介获取信息，还应该包括在线办公，将

网络平台当成事务处理的新阵地，要加深了解网络媒介素养只是综合能力的一部分，形成正确的素养认

知，了解网络媒介素养的深刻内涵，改变对新时代新媒介的刻板排斥，保持谨慎的同时，不断加强个人

意识，时时谨记提升自身的网络媒介素养并提高彼此的信任，充分利用媒介新载体与公众建立双向的互

动，为这个网络时代的建设站好自己的脚步发挥好自己的作用。 
同时要明白网络媒介素养的培养和提升不仅需要外在的激励，更需要的是自我驱动。冰山模型下的

隐性因素即内在动机也毫无疑问会影响着个人的网络媒介素养水平[11]，只有在正确的认知引领下，才会

促进对新形势下的产物进行探讨学习和提升。因此要具有自我提高的意识，逐渐推动自我发展，保持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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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的自我驱动力，结合自身角色以及社会发展需求，及时完成角色的转换和进步，正确认识并完善自身

的网络媒介素养水平，明确自我的目标，以内在驱动力完成外在实践的获得感。 

4.3. 提升信息素养，强化辨析思维 

作为基层干部本身，对网络媒介的认识不能只是流于表层的解读为对媒介的认识和使用，还应该包

括情感和精神等内在因素的深入实践探讨[12]。在正确认识发展现状，适应执政环境改变，端正网络时代

所依托的协同理念的前提下，不仅要加大和鼓励对外的组织培训，更要重视对内的自我观念的与时俱进

[13]。一方面，学习相关的技巧和方法，学会运用数据分析技术，对大众的声音和意见进行分析和汇总，

及时调整政策和措施，增强社会的融合性和稳定性。同时提高自身的网络信息辨识能力，建立科学的信

息收集机制，注重培养对信息来源的敏感性，多层次和角度关注所获信息的背景和立场，横向比对信息

来源，核实信息准确和权威性，增强自我意识，理清立场和态度，提升网络批判思维；另一方面，积极

接纳和使用各类网络媒介平台，提高自身的信息素养，了解信息的价值、分类和处理方法等，关注民众

呼声，时刻坚定初衷和信仰，在保障信息准确性的前提下，及时解决民众问题，回复民众需求，创造平

台扩大群众参与范围，凝聚社会共识，正视对网络媒介的担忧和顾虑，始终保持清醒、理性和批判的网

络态度。通过对自身的内在转变，不断加强对网络媒介的运用和批判，加速适应并接纳网络时代的变化，

实现良好的社会治理效果，最大限度凝聚社会共识打造最大同心圆。 

5. 总结 

现今时代，是一种拥有全新社会结构的网络时代，了解基层干部网络行为与态度，不仅有助于呈现

信息化时代基层官员的“网络肖像”，还能把握信息化时代基层官员履职施政的基本图景[14]，各级干部

都要通过网络走好新形势下群众路线，打破传统思维定式，积极开展互动交流，充分利用互联网平台建

立起与群众双向沟通的渠道，接纳民意上网趋势，积极汲取网民智慧，充分运用网络了解民意，以网络

为载体走到群众中间，做到问需于民、问计于民。从知识技能的培养、认知理念的完善以及批判思维的

塑造等方面积极提升网络媒介素养，让互联网成为解决民生问题的新路径，共同营造良好的网络空间命

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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