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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舆情引导研究——以东莞地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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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研究将东莞智慧网格化管理模式当作研究对象，去探寻其在基层舆情治理方面的创新应用方式，研究

运用文献分析、案例研究以及内容分析法，发现该模式借助“党建 + 网格化 + 大数据”来整合资源，使得舆情响

应速度以及处置效能都有了提升，不过也存在数据采集有偏差、专业人才不足以及跨部门协同不顺畅等问题。基

于此种状况，研究提出构建“AI + 人工”双轨监测体系、建立网格人才认证制度、完善“1 + 3 + N”协同机制等优化

途径，为超大城市基层舆情治理给予理论参考，本研究扩展了智慧网格化理论在新媒体舆情治理里的应用场景，

实践价值是为政府部门提供可操作的危机管理策略，可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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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当今社会已然全面步入新媒体时代，信息传播的速度以及覆盖范围均超越往昔，给社会管理工作给予了颇为巨大的压力，
东莞作为国内经济颇为发达的城市，其舆情环境复杂且多变，这便对当地的舆情管理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互联网的普及
使得互联网成为大众表达诉求的关键渠道。在此种背景之下，基层舆情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也较为广泛，作者深入剖析基
层舆情监测与治理方法，对提升东莞市基层舆情引导能力有意义。

东莞于基层舆情引导工作里积攒了诸多经验，收获了颇为优异的成绩，本研究着重聚焦东莞智慧网格化管理体系，深入
剖析该模式于基层舆情治理中的创新举措以及实际运用情况，研究主要剖析“党建 + 网格化 + 大数据”模式怎样于舆情引导
实践中发挥功效，具体研究东莞市选取该模式的缘由以及怎样提升舆情发现与处理的效率，以及其背后的工作原理。留意到
东莞智慧网格化模式存在一些问题，如数据收集不够精准、专业人员数量欠缺，以及不同部门间合作不够顺畅等情形，针对
这些问题，研究给出了改进建议，期望可为大城市基层舆情治理提供理论方面的参考，经由上述研究，可丰富智慧网格化理
论在网络舆情治理领域的应用，有较大的实践价值。而且研究成果还可为政府部门提供具体的舆情管理办法，帮助政府提高
基层治理的水平。

本研究聚焦于东莞市借助智慧网格化管理来开展基层舆情工作的情况展开剖析，以处理劳资纠纷以及推进老旧小区改造
等实际工作当作实例，深入剖析这一管理模式于整合各方资源、运用技术手段以及建立部门协作机制等方面所呈现出的实际
成效，研究结果说明，当前这套管理模式存在着三个主要问题。在技术层面，所收集的数据不够完整准确，人工智能分析存
有不足之处，在人才队伍建设方面，专业人员的数量以及结构无法契合实际工作的需求，在工作机制方面，不同部门之间的
配合不够顺畅，尚未形成有效的联动，这些问题致使基层舆情处理的精准度以及效率难以得到提升，需要借助理论创新以及
实践优化，寻觅到更为有效的解决途径。

此项研究首先借助查阅众多资料的方式，确定了相应的研究方法，构建起基础理论框架，紧接着，剖析了在网络信息迅
速发展的当前形势下，基层舆情传播所呈现出的四个主要特征，之后从政策推动、实际工作需求、技术支撑等层面，阐释了
东莞市开展基层舆情引导工作的缘由，研究亦指出了当前存在的如技术不够完备、对舆情认知存在偏差、管理工作机制不够
健全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研究给出了六个改进举措，覆盖加强技术研发、培育专业人才、创新管理机制等方面，研究归
纳了成果，着重凸显了智慧网格化管理在现代数字化治理中的意义，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参考方向。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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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综述

在基层治理范畴，东莞打造出一套别具一格的现代化治理模式，此模式以党建工作作为引领，联合政府部门、社会组织
等诸多方面力量，并且运用智慧网格化管理技术。近些年来，东莞推行“党建 + 多元共治”模式，构建起“镇委领导统筹、政
府履行职责、政法部门牵头、各职能部门协作配合、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的工作体系[1]。就镇街的情况而言，石排镇政府依
靠党建带动，达成了社区治理的精细化以及智能化升级，横沥镇借助社区发展基金会，强化政府与企业合作，切实提升了社
区自我管理能力[2]。2016 年东莞启动“智网工程”，将全市划分成 2954 个网格，整合多个部门资源，达成社会治理相关数据
的统一收集以及分级处理。借助“智网工程”信息系统，东莞可实时掌握矛盾纠纷，还利用“三色”预警机制，建立起对舆情问
题的受理、处理、服务的完整流程，东莞的这些实践取得不错成效，为其他地区开展基层治理提供了宝贵经验，当下多数研
究主要关注智慧网格化在城市管理、疫情防控等应用，对于其在新媒体舆情引导中的运作方式以及实施路径研究相对较少。
本研究以东莞实际案例作为切入点，深入剖析智慧网格化与舆情治理结合的内在机制，希望能够完善该领域的理论研究。

东莞探索出了一套名为“1+3+N”的综治中心基层治理办法，此办法将政法力量给予整合，对智慧网格管理加以优化，使
矛盾调解机制得以完善，最终形成了一套成熟且有效的基层治理体系。该体系的核心要点在于，将矛盾化解于社区层面，且
解决在初期阶段，借助智慧网格管理手段，依靠信息技术来开展舆情监测、传递、分析、预警以及引导等工作。具体的操作
方式是搭建一个统一的数字平台，把城市划分成一个个规模较小的网格，依靠线下的警务人员以及网格员，在问题出现的最
初时刻，就将相关情况上传至平台，以此达成舆情的快速且精准处理，在党建工作领域，东莞推动基层党组织、社团组织以
及社会组织进行合作共建，主动去收集群众的意见，及时处理矛盾问题，强化基层宣传教育工作，提升群众参与治理的积极
性。借助开展这些工作，东莞在基层治理以及舆情引导方面取得了颇为良好的成效，不少镇街成为了广东省“1+3+N”基层治
理体系建设的先进典型[3]，然而作为一座人口超过千万的大城市，东莞仍然面临着矛盾纠纷多发、基层治理任务繁重的难题。

本研究将治理现代化以及数字治理的相关理论相结合，构建了囊括“技术、制度、主体”三个维度的分析框架，以此深入
剖析智慧网格化管理对基层开展舆情引导工作的帮助情况，治理现代化理论指出，需借助技术创新、制度完善并邀请多方参
与，提升治理效果，数字治理理论着重强调依靠数据、搭建平台，围绕用户需求达成治理方式的转变[4]。智慧网格化管理把
这两种理论应用于实际，东莞推行的“党建 + 网格化 + 大数据”模式，凭借整合技术资源、创新管理制度、发动多方力量参
与，形成了“技术支撑制度运行，制度带动各方发挥作用”的工作思路，这与杭州借助“城市大脑”进行大规模数据整合有所不
同，东莞更注重基层网格收集信息的作用，妥善平衡了上级规划以及基层实践探索的关系。为清晰呈现智慧网格化管理与数
字治理理论的融合机制，构建如下分析框架图 1 智慧网格化与数字治理理论融合框架所示。

 

图 1 智慧网格化与数字治理理论融合框架

（二）研究方法

为了深入剖析东莞市基层舆情引导的发展走向，本研究采用内容分析法来展开研究工作，在研究进程中，借助多种渠道
系统地收集学术文献、政府出台的各类政策文件、不同类型的新闻报道，以及微博、抖音等社交媒体平台上的相关数据，以
此全面呈现新媒体时代下东莞基层舆情引导在各个阶段所呈现出的特点以及发生的变化。具体实施期间，研究团队一方面检
索专业学术论文、政府年度工作报告等权威资料，另一方面关注地方新闻媒体报道、网友在社交平台上的讨论内容，依靠这
种方式保证数据来源丰富多样且全面广泛，获取数据之后，依据引导策略、技术手段、公众参与等类别进行分类编码，对繁
杂的数据进行系统性梳理。运用统计分析方法，计算各类数据出现的频次，剖析其分布特征以及变化趋势，并且对比不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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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段的数据差异，从中挖掘舆情引导策略，提炼技术应用的演变过程，研究可总结提炼出东莞市基层舆情引导的发展规律，
为后续的舆情引导工作提供理论方面的参考以及实践层面的方向，推动提升舆情引导工作的科学性以及实际效果。

三、新媒体时代下基层舆情传播特点

（一）传播主体多元化与便捷化

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截止到2024年6月，我国网民的总数已达到10.9967亿，相较于2023年12月，人数增加了742
万，互联网使用人群在全国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为78.0%[2]。

2024 年年初，清溪镇的康怡花园开始了老旧小区改造工程，此改造涉及到 172 户居民，在改造的这段时间里，居民们
借助微信群、公众号等线上途径积极地表达自己的想法，针对停车位规划以及公共设施建设等问题提出了具体的需求，另外
有业主将小区改造前后的对比情况拍成视频，然后发布到短视频平台上，这些视频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促使政府对改造方
案重新进行修改并完善[5]。这个事例呈现出普通居民主动运用新媒体参与社区事务的热情，又反映出舆论传播的主体正在发
生改变，过去主要是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发出声音，而如今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以及社会组织可依靠网络平台传播信息，
形成了多元参与的舆论传播新态势。为清晰呈现居民通过新媒体参与社区事务传播路径，构建如下分析框架图 2 清溪镇的
康怡花园老旧小区改造舆情传播路径所示。

 

图 2 清溪镇的康怡花园老旧小区改造舆情传播路径

在劳资纠纷治理的实际情形里，信息传播主体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态势，以2023年年末的清溪镇为例，某企业存在14
名农民工薪资被拖欠的问题，当事人借助“就莞用”政务小程序提交自身诉求之后，人社部门联合住建、信访等职能单位组建
了专项工作组，历经21天成功完成了43万元薪资的协调发放工作。在这类实践当中，劳动者、企业实体、行政部门以及媒
体机构等多个主体，依靠线上数字平台和线下行政渠道的协同合作，构建起了“诉求申报—部门响应—处置反馈”的闭环工作
机制，达成了矛盾纠纷的高效化解，像石龙镇依靠企业风险预警系统，在监测到某餐饮企业存在租金拖欠风险后，迅速开展
前置调解工作，促使45名员工在4个工作日内完成了薪资结算，充分体现出地方政府运用数字化技术手段，达成舆情风险
主动防控的治理效果。

东莞市融媒体技术平台投入使用，将市直媒体以及镇街融媒体中心的资源给予整合，把市级媒体和各个镇街融媒体中心
的资源汇聚到一处，如此便构建起统一制作内容且多个平台发布的传播模式，同时依靠智能采编工具与数据分析功能，融媒
体平台可迅速发现舆情线索，并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切实提升了基层舆情引导的科学性与精准性[6]。

（二）基层干部网络舆情应对能力经验不足

在新媒体环境这个大背景之下，基层干部应对网络舆情时能力不足的问题正变得越发明显，依据《东莞市2024年政府
工作报告》可知，尽管全市基层治理数字化程度已然达到了68%，然而超过七成接受访问的干部依旧依靠人工去查看舆情
信息[7]。这样一种较为落后的监测方式，使得问题没办法及时得到处理。以2022年为例，道滘镇小河村村民在抖音平台上
反映河堤加固工程进度缓慢，当该视频播放量超过80万次之后，镇政府才着手进行处理，这比舆情处理最佳的两小时期限
晚了1.5小时[8]。

展开来说，在舆情监测方面，基层干部处理复杂信息存在险阻，短视频平台每日新增内容达300万条[9]，他们难以分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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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合成的虚假视频，对于字幕画面矛盾、图片修改、场景暗示、弹幕影射等新的信息传播手段也无法察觉，很容易遗漏关
键信息，在舆情分析环节，因缺乏专业人才，只能依靠经验进行判断，无法科学地分析信息传播路线以及群众态度，也难以
抓住关键意见领袖。在制定应对办法之时，由于没有专业指导，回应效果欠佳，许多基层干部仅仅知晓发布消息，却不重视
与群众互动。专业人才的短缺给基层治理造成了诸多难题，难以契合实际工作的需求，基层干部在面对舆情时，难以迅速察
觉并精准剖析，相应的应对策略也欠缺专业性，对基层治理的实际成效产生了影响。

四、智慧网格化引导舆情存在的不足之处

（一）技术依赖与网格资源局限

当运用大数据技术来开展网络信息的采集以及分析工作的时候，有可能会面临如样本截断偏差、AI技术被滥用、系统
性偏差以及情绪量化偏误等一系列问题，运用这类处于技术层面的挑战很容易造成网络舆情出现误判的情况，对决策精准度
产生影响。

对比杭州利用整合全域数据构建起的智能监测体系“城市大脑”，东莞的“智网工程”在新兴媒体形式的识别能力方面有着
较为十分突出的欠缺，杭州“城市大脑”的舆情监测系统接入了超过10万的网络信源，依靠自然语言处理以及计算机视觉等
技术，可实时解析短视频画面里的语义、直播弹幕中的情绪以及图文内容里的隐喻信息，其AI算法针对“深度伪造视频”的
识别准确率达到了92%[10]。就2023年杭州某景区游客聚集这一事件来说，该系统凭借对抖音视频的地理定位、画面人流量
以及评论关键词进行分析，自动触发了黄色预警，使得景区在1小时之内就完成了限流方案的制定和实施[11]。

再看东莞，当前的监测体系主要依靠“网格员人工巡查”以及“传统文本关键词筛选”，对于短视频、直播等新兴媒介的监
测存在着滞后情况，在2024年厚街镇新围村的某包装工厂火灾事故当中，现场工人所拍摄的抖音视频传播了1个小时之后[12]，
网格系统依旧没有触发预警，因为技术存在限制，使得敏感信息识别的效率比较低，基层干部很难及时进行介入处置，错失
了舆情应对的“黄金两小时”这一关键窗口[8]。东莞智慧网格化管理在技术层面存在显著局限，与杭州集中式治理模式对比表
1如下。

表 1 东莞与杭州数字治理模式技术差异对比

对比维度 东莞分布式治理（智慧

网格化）

杭州集中式治理（城市

大脑）

技术局限 理论差异

数据采集模

式

非结构化数据采集覆

盖率不足 30%，新兴

媒体识别滞后

全域覆盖多模态数据，

计算机视觉技术实时

解析视频语义

新兴媒体监测能力弱，

易漏判；

分布式采集重局部精

准，缺全域关联分析，

致舆情监测盲区

技术工具定

位

AI 仅处理 70% 传统

文本数据，复杂场景识

别准确率＜50%

“深度伪造视频” 识别

率达 92%，技术赋能

效能超东莞 3 倍

传统文本处理能力有

限，复杂场景识别能力

不足

分布式治理致技术碎

片化，集中式治理具集

约化优势，资源分散使

复杂舆情难成治理合

力

（二）认识不足而错失良机

政府以及管理机构要是对网络舆情的关键性及其影响力没有足够的认识，那么在处理的时候可能就会重视程度不够，错
过最佳的应对时机，就拿工业城市东莞来说，它的土地资源比较紧张，供应不足以及使用权纠纷等问题很容易引发负面舆情，
在土地征收、拆迁、教学学位分配等方面。在2023年的时候，阳光热线问政平台出现了关于CBD商务区多余学位分配的
提问如图 3，说明分配结果不符合就近入学政策，然而相关部门对舆情风险重视不够，回复内容简单，只是用高端人才和企
业人才优待政策来解释，没有充分回应公众合理诉求，引起问政人不满，最终演变成负面舆情。这一事件体现出，政府部门
对特定议题的公众舆情反应模式、舆论认知特点缺少深入了解，同时对自媒体、新闻媒体等传播主体的话语逻辑和传播策略
研究不足，致使在舆情应对中难以采取有效举措，对舆情生成演化规律、公众表达反馈机制等关键环节缺乏基本的敏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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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来源阳光热线问政平台

（三）协作部门责任规划不明确

在智慧网格化管理的实际运作过程中，责任主体界定模糊这一问题迫切需要得到解决，在网络舆情应对的具体场景里，
政府部门、媒体机构以及与之相关联的单位之间，协同权责的边界呈现出十分突出的不确定性[13]。虽然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是
提升舆情处置效能的一条关键途径，然而当下权责体系的模糊状况，致使各参与方的职能范围以及责任归属都难以做到精准
划定，对舆情治理的整体成效造成了消极影响。

从体制维度来审视可以发现，主体责任模糊、协同失效这类治理困境，和现行的行政组织架构以及部门职能配置模式有
着深层的关联，部门间职能交叉重叠是其中较为突出的症结所在，以东莞职业技术学院的快递管理情况为例，校园快递运营
监管涉及学校保卫处、后勤部门以及行业监管机构等多个主体，然而却缺少清晰的权责划分体系。学校保卫处基于其安全管
理职能，会对快递入校流程以及存放区域进行管控，以此来维护校园秩序的稳定，后勤部门依据服务保障职责，本应承担起
快递收发服务的统筹协调工作，行业监管机构则需要履行快递经营活动的合规监督职能，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因为跨部门
协同机制的缺失，各主体之间缺乏常态化的信息共享与会商机制，导致在快递管理问题处置过程中，频繁出现责任边界模糊、
相互推诿塞责的情况。

责任主体难以清晰界定，其中一个较为关键的因素是绩效考核以及激励机制存在一定漏洞，目前基层政府单位和社会组
织所设置的考核指标，大多是依据自身核心业务来确定的，然而对于那些需要多个部门协同合作才能完成的任务而言，缺乏
明确的考核细则以及激励手段，就拿东莞职业技术学院快递管理事件来说，快递公司与学校在处理相关问题时都有所顾虑，
因为担心承担责任会对自身利益造成影响。学校方面害怕由于管理不善而受到教育部门的批评，同时也担心会引发学生的不
满情绪，快递公司则担心配合学校进行管理会使运营成本有所增加，双方均从自身利益的角度出发，在协商解决问题的过程
中不够积极主动，这使得快递管理问题长时间得不到解决，最终引起了网络舆论的关注。

（四）居民参与与信任风险

智慧网格化管理若要实现高效的舆情处理，就必然离不开对居民同意提供的数据进行收集与分析，然而依靠数据开展舆
情管理的这种方式存在一定问题，一旦出现隐私泄露的情况，便会对公众对管理工作的信任造成影响，干扰舆情引导工作的
正常推进，为能及时且准确地把握舆情动态，智慧网格化系统需要对居民个人资料、行动路线、健康状况等多方面的数据加
以汇总。可是在数据集中存放、跨部门传递以及与外部机构合作的进程中，倘若技术防护不到位、管理流程存在漏洞，或者
人员操作出现不当，均有可能致使居民隐私遭到泄露，比如在新冠疫情期间，杭州所推出的健康码用于记录居民的健康与出
行状况，但不少居民担心健康码的数据会被不当使用或者泄露，对政府的数据管理能力产生怀疑，由此引发了一些负面议论。

五、解决方法

（一）加强技术研发

当下网络信息传播速度较快且变化多样，政府与社会组织开展舆情监测分析并非易事，在遭遇突发重大事件以及关键社
会问题时，数据能否及时获取以及是否准确，直接关乎事情处理的成效，运用大数据舆情监测工具预先发现问题并发出预警，
显得颇为关键，这些工具可全程关注舆情变化，倘若所采取的应对措施效果欠佳，还可以依靠剖析人们在网上的讨论内容、
态度以及关注重点，帮助政府明晰老百姓的具体需求，找准问题的关键所在[13]。政府可依据分析结果，调整应对策略，使舆
情处理更为科学、高效，大数据舆情监测工具的预警功能，贯穿于舆情处理的全过程，是了解民众想法、调整工作策略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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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方式，在舆情管理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二）培养专业人才

要提升基层舆情处理能力，就得和行业内企业、机构进行长期合作，给网格管理员、社区联络员、志愿者队伍、基层干
部、社区社会组织、基层融媒体中心工作人员创造在真实工作场景中学习的机会，使他们学会运用智慧网格化工具监测和引
导舆情，能更快适应未来工作需求，并且要鼓励这些基层人员参与国内外的学术交流以及舆情研讨会。借助这种途径，他们
可以及时知晓舆情管理的最新发展趋势，学到其他地方处理舆情的好办法，网络环境以及舆情形势持续变化，舆情专业人才
培养要注重创新思维与持续学习能力，教育单位应当定期更新课程，把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等新理论、新技术融入教学当
中，让课程内容一直紧跟前沿。要着重培养学员独立思考的能力，使他们可对各类问题展开深入剖析，提出创新性的解决办
法。

（三）优化协作流程

突发舆情属于检验城市舆情引导能力的关键节点，跨部门协作在一般情况下是一种较为常见的应对手段，然而在实际操
作进程中却存在诸多问题：沟通方面存在障碍，使得信息传递速度较为缓慢，部门之间的信息也存在不一致的状况，职责划
分不够清晰，引发互相推诿的现象，协同作业面临险阻，资源分配不均衡，造成人力以及技术方面存在不足，目标存在差异，
致使部门欠缺全局意识，行动难以达成统一，反馈机制不够完善，导致基层的声音难以做到及时且准确地传达。优化协作机
制无疑是东莞提升突发舆情引导效果的核心要点，要构建一套标准化流程，覆盖舆情预警、信息互通、职责明确、资源调配、
决策执行以及效果反馈等各个环节，以此保障各部门可实现高效协同[14]。

东莞在面对突发舆情时，构建了一套完备的应对体系以提升处置能力，于决策环节，应急指挥小组由多个部门的负责人
共同组成，制定了规范的决策流程，保证决策可快速且精准，执行过程中，各部门依照统一安排，借助建立执行进度跟踪机
制，随时把控工作进展，及时处理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15]。在结果反馈层面，东莞搭建起公众、基层、部门三级反馈渠道，
凭借发放问卷以及设置网络评论区等形式，广泛搜集民众意见，基层工作人员及时汇报舆情处置中的实际状况，各部门定期
对处置效果给予总结分析，依据反馈而来的信息，优化后续各部门协作流程，形成一个涉及决策、执行直至反馈优化的完整
工作链条，切实提升突发舆情引导工作的效率。

六、结语

东莞市运用自然语言处理、机器学习以及大数据分析等技术，促使基层舆情引导组织得以把握社会热点、民众意见以及
舆论走向，达成精准的舆论引导效果，东莞借助社交媒体、官方网站以及手机应用等多种渠道，呈现自身城市发展成果、文
化特色以及创新成就，提升城市形象，对招商引资、吸引人才以及吸引游客等方面起到帮助作用。东莞在智慧网络舆情引导
方面所采取的举措，可为其他城市给予一定参考。

本研究对东莞智慧网格化管理模式的分析不够深入。只是简单和杭州 “城市大脑” 对比，指出东莞模式的不足，没有深
入探究东莞自身技术体系存在问题的内在原因，所以没办法全面、深入地了解技术局限是怎么产生的。在研究角度来说，本
研究视角比较单一，能获取的文献资料比较有限，对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等其他主体在基层舆情引导中的相互关系
和协同作用研究较少，不能完整呈现基层舆情引导工作的全貌。同时因为不是专业人士，缺乏对具体实施步骤和效果评估方
法的研究，这使得这些措施在实际应用中的可行性和有效性难以得到充分验证。

在以后的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下手，首当其冲，拓宽研究视角，深入研究多元主体在基层舆情引导中的互动和协同
机制，构建更完善的基层舆情引导多元共治体系。还可以继续深入基层舆情引导组织，加大对东莞智慧网格化管理技术的研
究力度，探索适合东莞实际情况的技术升级方案，重点提高对新兴媒体的监测能力和数据处理的精准度。在未来研究中积极
参与舆情引导工作，深入研究改进措施的具体实施细节和科学的效果评估方法，通过实践不断优化这些措施，提升东莞基层
舆情引导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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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Grassroots Public Sentiment Guidance Strategies: The Dongguan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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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innovative application of Dongguan's smart grid management model in grassroots
public opinion governance. Employing literature analysis, case studies, and content analysis,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the
"Party building + grid management + big data" model significantly enhances public opinion response speed and handling
efficiency through resource integration, particularly in areas such as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labor disputes. However,
challenges such as data collection bias, shortages of professional talent, and inefficient cross-departmental coordination
remain.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this study proposes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including constructing an "AI + human"
dual-track monitoring system, establishing a grid talent certification system, and improving the "1+3+N" collaborative
mechanism, 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s for grassroots public opinion governance in megacities. This research
expands the application scenarios of smart grid theory in new media public opinion governance and offers practical value
by providing actionable crisis management strategies for government departments, contributing to the modernization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Keywords: Grassroots public opinion; Smart grid management; Social governance; Dongguan model; New media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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