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舆情热点分析 

湖南警方辟谣“残疾人遭活埋”:误埋致死 

【舆情概况】 

      

（网络供图） 

10 月 6 日下午，网传铲车司机陈某某因与沙石场同事、残疾人苏英站在工作中有

积怨，于 9 月 27 日凌晨乘苏英站在清理作业坑道之时，利用铲车装砂，将其埋在沙下

致死。次日上午，湖南省公安厅公开辟谣称，事因嫌疑人“疏忽大意”，属“误埋”，

目前嫌疑人已被刑拘。 

 

【舆情大数据】 

（1）新闻热度 



 

 

 

新闻“网曝湖南岳阳一残疾人遭活埋 警方称系误埋致死”截止目前已经收到评论

120,526 条。公众关注焦点在于“受害人是否真的如警方通报的那样是被误杀。” 

（2）媒介分布图 

 

从舆情媒介分布来看，新闻媒体占据绝对优势，新闻采集量达到 147 条，以 80.77%

名列第一，微信，微博以 5.49%，10 条并列第二。此次事件的是由网民报料引发的，

而媒体的跟踪报道把舆情推向高潮。舆论的主战场在新闻评论区，网民针对事件展开了

激烈的辩论，认为事件存在疑点的占据上风。 



 

 

（3）关键字提取 

 

 

【舆情热议】 

@佥：无耻没有底线，没有下限！ 

@贵州省安顺市网友 ip：218.201.*.*：明明是自己把自己活埋自杀的 

@沧海一粟 2005：社会有各种丑恶不怕，直面问题解决问题，社会才能进步，害怕

的就是有关部门愚弄大众，人为掩饰丑恶现象和各种问题，为人们认识社会和解决问题

故意制造障碍，这种东西简直是汉奸民贼。 

【舆情分析】 

在网络传言曝出后，湖南省公安厅迅速回应事件。于次日早上发出通报，称此次事

件为铲车司机疏忽大意所致，并已将相关责任人逮捕归案。湖南警方通过及时回应有效

缓和了舆情，防止由于各类谣言大范围滋生造成的不良影响，同时给办案，澄清事件留

出足够时间和空间。 



 

 

但是，从公众的反应来看，他们依旧对官方的说法持怀疑的态度，这是对政府不信

任的典型表现。政府在对待此类事件上，需要警惕陷入由于政府公信力缺失而导致民众

不信任的“塔西佗陷阱”。 

7 月中旬，湖南长沙岳麓区一位六旬农妇遭遇强拆被活埋致死，官方定性为：非法

拆除房屋过程中，由于“疏忽大意”而致人死亡。此声明引起民众强烈不满，网友对长

沙市官方的说法并不买账，质疑官方在面对官员涉事案件时忽视法理，甚至有网友称涉

事人员应以“故意杀人罪”判处。 

9 月 7 日，92 岁的江苏沛县阿婆王某兰，被发现埋在自家房屋下面。8 日，事发地

沛县沛城街道官方证实，该挖掘机在王阿婆邻居家实施拆除时，“因作业人员陶某操作

失误”，把老人的房子碰倒，导致她被掩埋身亡。公众质疑“挖掘机司机”背锅，操作

失误有假，恶意拆迁是真。 

在新媒体时代，政府部门的一言一行都容易受到关注，甚至被歪曲和放大。一方面，

互联网声音多样化的同时，也不乏非理性的流言蜚语。另一方面，媒体为了抢时效，夺

眼球，容易制造出一些掩盖真正事实的报道。因此，相关部门在面对此类问题时应该正

视舆论和群众的诉求和意见，否则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感会加剧，政府部门权威和公信

力会面临更大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