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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析江西工职院“6.1”食品安全事件中舆情应对的

败笔与成功 

“鸭脖”终于被确认为“鼠头”，这是民间声音被官方倾听的典例，一场民间

舆论的伟大胜利，同时更是政府公信力的昂首回归，应当为江西最终的

高度负责态度与行为，点个赞。 

 

但是，我们也要深入剖析一下：为什么一件如此简单的食品安全事件，

竟然会演变成暴风雨级甚至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都出来“内涵”一下的严

重舆情？ 

先罗列一下事件的演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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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6 月 1 日，江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食堂一学生吃出菜中异物，

疑为“鼠头”，询问食堂阿姨，被告知“是鸭脖”。学生将视频上网，引起舆

论关注。 

第二阶段：舆论不断窜热，学校立即于 6 月 3 日晚上发通报称“拍摄视

频的学生本人和同学对‘异物’进行了比对，确认‘异物’为鸭脖，系正常食

物。这位学生已经现场做出说明，对视频内容进行澄清。”这则通报旋即

将整个事件扯进水深火热的舆论漩涡。 

第三阶段：紧要关头，相关方面站出来帮腔：6 月 4 日，南昌高新区市

场监管局局长等通过查看当事人拍摄的视频图片，进行比对，称“初步判

定系鸭脖”。至此，再添一个舆论靶子，舆论内容更加丰富。 

第四阶段：南昌当地大咸其口，实施“拖”字诀，让民众漫长等待，为舆

情留下风云变幻的时间与空间：媒体开始剑走偏锋，记者联系某高校一

位从事啮齿类动物研究 30 多年的专家，他表示“仅仅从图片来看，如果

图片属实的话，那应该就是一个小鼠的头部。”舆论之火越烧越旺，“鼠

鸭之争”如火如荼。 

第五阶段：扯出学校的历史老账：早在 2021 年，南昌市场监督管理局

就曝光过一次“江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食堂跑进老鼠”，此举让公众更坚

定了“异物”非“鸭脖”是“鼠头”的认知。叠加 6 月 8 日该校一同学再次在饭

里吃出大青虫，民众愤怒情绪轰然而起，形成“江职院”是“食堂惯犯”的共

识。 

第六阶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内涵”此事件，旗下蓝 V 公号 6 月 8 日发

文“真真假假的谣言，假假真真的辟谣……提高媒体与信息素养，我们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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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看清真相。媒体与信息素养使人们能够在面对信息和运用数字工具时

进行批判性思考。”句句不提“鸭鼠”，却处处内涵此事意蕴无限…… 

一件普通的食品安全事件，由此演化为网民吐槽“丢人丢到联合国去了”

的舆情海啸。 

综上，江西基层在处理“鼠鸭事件”舆论时，“玩”出三大败笔—— 

败笔一：权威结果未出，就急于表态，矢口否认，激起民众愤怒情绪。 

败笔二:作为权威机构的南昌市场监督管理局昌东分局局长江协学,以职

能部门的名义发布“就是鸭脖”的虚假定论。民众不买账，怀疑存在“利益

勾连”。 

败笔三：南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三缄其口，一言不发，让民众苦等，将

民众的求真情绪与欲望，激发到顶点。 

 

于是—— 

“深挖真相”不可逆转。 

“指鼠为鸭”被舆论固化。 

“真真假假的谣言，假假真真的辟谣”成为江西应对“鼠鸭事件”舆情的标

签。 

一个情节简单的基层事件，在“指鼠为鸭”者们玩“矢口否认”之“梗”的情况

下，演变成举国轰动的公共舆论事件。 

他们万万没想到，当下的民间舆论主体（网民）具有“明辨是非，死磕到

底”“侦探精神，深挖到底”“嫉恶如仇，较真到底”“吃瓜精神，助力反腐”“藏

龙卧虎，才华横溢”的五大特点，较起真来，九头牛也拉不回。叠加“看

热闹”“蹭流量”等多重因素，本可以以“更快的时间”“更好的方式”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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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情事件，被弄得舆论失控，满城风雨，使政府部门的公信力受到严重

质疑。 

最终，惊动省级行政机关成立省级联合调查组，深入现场调查数天，得

出“就是鼠头”的结论，并要对涉事单位与个人“顶格处理”，方才平息舆论

情绪。 

以上剖析，是为了反省。 

反省一：相关部门落后的官僚思想与群众进步的认知产生极大的冲突与

矛盾。个别权力部门利用手中权力欺上瞒下，“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把权力当成一种“有利于己”的资源，忘记了“权力为民所用”的初心。实事

求是，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 

反省二：做错事，在第一时间认错道歉，才是将损失降到最低的做法，

“拖”字“诀”不会灵光一辈子。从食堂阿姨到学校，到监督局一连串的撒谎

链条，草率敷衍的短视心态，让公信力崩塌至“一泻千里”。 

反省三：应当把“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一失万无”的底线意识挺在

前头，权威机构执法者对社会、对自己不负责的信口开河，将公信力与

执法公正推向危机边缘。 

反省四：不清楚民众的“关切点”，一味“嘴强牙硬”，不断激发民怨，如果

改变处理方式与思维模式，及时道歉、深刻反省、尽快回应民众关切，

便能消弭舆论怒气。 

反省五：权威部门无原则的为涉事单位开脱，即将涉事单位架在火上烤，

还引火烧身，让舆情事件向极端化发展，最终形成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都来“内涵”的舆情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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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省六：官方应倾听民声，重视民间舆论，别把民间舆论全视为“针对政

府”。此次江西官方自揭伤疤，对事件重新调查，还原事情真相，正是网

民声音被倾听的一种真实体现，点准了让公信力回归的“穴位”。 

江西官方对“指鼠为鸭”事件盖棺定论，并在网上旧热点不断被新热点覆

盖、取代的时候，以不留“烂尾”这种的高度责感，得到了公众的认可与

赞扬。这是江西官方应对此次舆情危机的成功之举，挽救了可怕的信任

危机，迎来了政府公信力的回归与增强。 

当然，“鼠鸭事件”目前还只是有了一个阶段性的结论，因为“顶格处理”还

在路上。 

相信江西文官会以“最严谨的标准”、“实施最严厉的处罚”和“最严肃的问

责”，在全国范围内“杀一儆百”“以儆效尤”，示范万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