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舆情热点分析 

江苏老太遭拆迁活埋 

【舆情概况】 

 

（拆迁现场，92 岁的王某兰被发现埋在了自己房屋下面。图片源自网络） 

 9 月 7 日中午 12 点左右，徐州沛县城区歌风一村拆迁地块，92 岁的王世兰被发

现死于自家屋内。当地警方据此回应称，事因拆迁公司在对相邻房屋实施拆除作业时，

作业人员“操作失误”，误将王世兰所在房屋碰倒。目前，挖掘机司机因过失致人死亡，

已被警方刑拘。 

当地政府人员声称：事故发生时，被征收人赵某已经和县住建局签订了征收补偿安

置协议，钥匙也交了。而遇难者家属出示了一张《申请说明》原件，说明由于家母多年

卧床不起，租房十分困难，不能按目前要求的时间搬走，特申请给予一定时间，在搬迁



 

 

问题上绝不会拖后腿。说明下方盖有“沛县沛城街道香城社区居民委员会”的红色公章。

家属认为街道和拆迁公司至少应该负有监管责任，对于还有人的房屋要谨慎对待。 

【舆情大数据】 

（1）采集趋势图 

 

根据乐思舆情监测系统数据，7 日事件发生后，舆情尚未发酵。8 日，大量媒体报

道，网友通过微博传播事件，舆情热度迅速提升。到 9 日，随着事件的影响力的扩大，

舆情热度达到顶峰。 

（2）舆情媒介分布 



 

 

 

从媒介分布来看，新闻和微博成为事件报道的主要阵地，占据了事件媒体来源的绝

大部分份额，占比分别达 44%，34%。事件发生以后，当地媒体迅速跟进，接着澎湃

新闻，新浪，搜狐等国内主流媒体迅速跟进，舆情影响由地方扩散到全国。 

（4）舆情关键词 

 

 

【舆情热议】 

@施喜列：法律在有权力的人心中是纸上的文字。 



 

 

@南风在水一方：又说失误碰巧，推却责任，是不行的。 

@老北用户 5790381286：強拆、是中国现今患的国家癌症！真有点不可救药矣 

【舆情分析】 

舆情事件发生以后，当地政府的舆情回应让人失望，引发了舆情升级，社会各界均

把矛头指向政府，政府成为众矢之的。当地政府在事件发生以后，称此次事件是由于施

工人员操作失误所致，把责任推向施工方，这显然不合理，政府作为施工的指派方，出

现事故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而面对遇难者家属对于未告知前提下强制拆迁的质疑，当

地政府认为：被征收人赵鼎的房屋所有权已经发生转移，已无权再继续占有该房屋。在

未确定拆迁附近人员情况下强制施工造成人员伤亡，当地政府负有无可推卸的责任。 

在当前舆情危机四伏的环境下，负面舆情事件给政府造成的公信力下降和工作干扰

让他们面对舆论如履薄冰，对舆情突发事件更是保持着高度的警觉性，一旦遭遇危机，

错误的认为可以通过快速处理当事人来堵住舆论讨伐，于是舆情处置就 “从重从快”。

为了应对危机而应对危机，不以公众民意处置参考依据，结果就适得其反，遭来舆论逆

转。在这点上，从公众对此次强拆致死事件的舆情汹涌情况可以清楚看出。 

作为政府部门，在舆情应对方面，应该注意以下两点：、 

1. 强化舆情预警能力，及时发现负面、虚假、谣言信息，快速启动应对预案，扼

杀危机于萌芽。如果当地政府能在事件发生后及时了解网络舆情走势，把握社会的看法

和态度，作出回应和应对措施，政府就不会陷入目前如此被动尴尬的局面。 



 

 

2.事件信息的合理透明化，当危机爆发后，政府部门应该及时启动新闻发言人来应

对媒体舆论，统一实时向社会通报事件各类信息，以期避免信息不对称引发的虚假信息、

谣言滋生和媒体、舆论的猜疑。在此次事件中，官方的代表在事后并未把家属的安抚和

善后处理放在首位，反而声称家属已签订搬迁协议，大有推卸责任之嫌，同时显示出政

府的新闻发言人制度缺失。官方一味解释，却未通过正式的官方渠道，如微信，微博等

进行正式回应，显示出政府危机处理和应对的能力的缺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