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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时代的潍坊交警
本报记者 张焜 李小凯

一切照旧

耿尊还是照旧在早上
6 点多钟就起了床，因为 7
点钟就得到交警支队的办
公室开始一天的工作。

支队的老民警碰到她
和微博“警队”的几位同事
时，总是时不时地羡慕一下
她们的精力，每天上班时间
都要比正常时间多上两三
个小时，有时更长。

年轻人的精力可能就
是更好一些，关键是她们面
对的主要群体是网友，这个
群体似乎并没有上下班之
说，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在微
博上留下一句话，需要有民
警解答或帮助。当然还有一
些粉丝，正等着当天的值班
民警亮相，抛出鲜花后，跟
着就有问题。

上星期网友杜春发来
越野车肇事逃逸的信息后，
耿尊被安排负责微博公开
案件侦破过程，周六假期再
次没有了。一天的时间忙着
与事故中队协调，随时关注
网友们的提问，想办法予以
解答。如今，网上还有人对此
事津津乐道，而如果不是有
人问起，耿尊已不再提起了。

虽然这是她成为微博
民警以来接触到的最有意思
的事情，但司机的责任已经
认定，也将受到法律的制裁，
这一页已经算是掀过去了。

如今，一切又将照旧。
7 点到办公室，登录交

管系统，将潍坊城区主要街
道的实时监控录像全部浏
览一遍。先看有没有事故，
再看哪条路拥挤，然后一一
记录。

从 7 月 22 日起，微博
每天早上和晚上都要进行
路况直播，以给出行的市民
一点提示。

耿尊在做着其他 5 位
同事每天都要做的一件事，
对于以前做过车驾管业务
的她对来往的车辆很熟悉，
但从监控上看路况和截图，
最初也是有点手忙脚乱。

想起王亚男经常在电
视节目《说道》上直播路况，
耿尊寻思着亚男刚开始做
微博直播路况时，会不会也
有同样的感受。

不过当实时路况上传
至微博上时，收到网友们热
情的回复之后，感觉看看监
控、传几张片子，倒也挺容
易的。

“微博控”

谁值班，谁“上镜”。
耿尊先得把自己的照

片发在网上，给微博网友们
打一声招呼，这似乎已经成
为 6 个年轻人不成文的规
定。

这样一声招呼，网友们
就认识自己了：就这位民警
是交警支队的耿尊。她要是

“不负责任”，到支队一打
听，准能找到。

其实谁也不会“不负责
任”，在微博上当值班警察，
也是一种乐趣。

因为打一声招呼后，很
快就会有网友在后面跟着
回复，简单的一个“早上
好”，亦或是一个“小太阳”，
就知道大家的心情都很好，
就知道今天早上的行路还
挺方便，这种很舒服的感觉
可能多数人想象不到。

可能与自己成为“微博
控”有关。刚开始的时候，作
为 80 后，注册账号、登陆微
博还挺容易，可掌握整个微

博的操作，耿尊和其他 5 位
民警一样，还是琢磨着来。

自己开了一个《警花帮
办》的微博后，耿尊发现，和
网友们微博对话，实时发出
一些路上遇见的交通信息，
其实挺有意思的。后来，如
果有一段时间不上微博，总
觉得很别扭。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

耿尊和同在微博值班的 5
位民警一起，成为了“微博
控”，天天手机不离手。

甚至有时候朋友聚会，
都要让大家摆个姿势拍下
来，发到微博上再继续。

不过这不是什么上瘾
亦或是不务正业，因为上微
博 90% 以上的事情，都是在
盯着工作微博与网友们沟
通，讲解交警工作。

在潍坊，晚上上微博的
网友还是多一些，所以在上
班时间结束后，真得有“微
博控”的劲头，才能干好这
工作。

“奇怪”工作

耿尊以前做车驾管业
务，虽然不是在路面执勤的
工作，平时与车辆和司机的
机会还是挺多的，可这回，
如果不是自己还在电视节
目上主持《警花帮办》节目，
似乎天天面对的全是电脑。

弄得有网友问“不用上
班么？”。

这项工作对于交警通
常业务来说，似乎不是工
作。交警应该是与交通有
关，应该是在道路上做工
作，而现在，经常在网上呆
着，坐着一项一些市民觉得
挺奇怪的工作。

在大多数人甚至在自
己的心目中，作为年轻人，是
应该有点闯劲，应该是像其
他一线交警一样，在道路上

“风吹日晒雨淋”，受点锻炼。
可这类工作的要求，就

是要时时刻刻盯住微博上
的信息，随时随地为网友们
服务。

在微博上发照片“亮
相”后，耿尊就得开始回复
网友们留下的信息。这件事
看起来就是动动手的事情，
后来却发现不是这么回事。

做过两年的车驾管业
务，耿尊还能对这些问题应
付得过来，可有人要问起事
故上的事情，她也有些拿不
准，还得问问也是值班民警
的郭诵，郭诵在事故中队工
作过，这方面很有经验。

可其他的一些问题怎
么办？作为省里地市级交警
微博中关注度最高、粉丝人

数最多的官方微博“发言
人”，面对 94 万多的微博粉
丝，答错一个字也是一种

“罪过”。
和其他 5 位民警一样，

耿尊也得向主管科室、大
队、中队联系，也得一样一
样地学。

整个交警队就像一本
“百科全书”，自己得全问
到，更得全学到。

支队建立起答复制度，
简单问题当天回复、一般问
题 24 小时回复、复杂问题 2
天回复。各单位又对全是 80
后小兄妹的他们很帮助，他
们转达的网友问题几乎全
都被快速解答。

那天和也是微博值班民
警的同事姜波聊天，耿尊说，
嘿，借着微博，自己还占了个
便宜：一些经验丰富的老民
警成了自己的专业老师。

后来，6 个年轻人突然
意识到，其实自己也是在一
线工作，他们的背后，是整
支交警队，他们的面前，是
全潍坊的市民。

这个一线的工作，意义
不亚于路面执勤。它可以同
一时间内向许多市民提供
便民服务、发布警务信息，
也可以帮助市民在同一时
间内给交警内部许多的部
门工作予以监督。

不是明星

陈语彤最近在其他部
门帮忙，5 位值班民警挺希
望她赶紧回来，一个团队，
缺了谁都挺别扭。大家曾经
在一起拍了一张合影，其他
部门的同事说，挺有明星范
儿的。也有网友这样跟他们
说。因为他们一在微博上亮
相，就有固定的网友回复，
就像是有粉丝似的。 但
6 个人中没人想当明星，因
为他们是民警。

11 月 3 日，支队高速芭
比卡通形象出现在微博上，
专门直播高速交通情况。几
个年轻人有时开玩笑说，这
个明星就挺好，以后让她出
名就可以了。

将自己形象发布在微
博上，只是给自己增加更多
的责任感：大家都在看着
我，我只有做好了，才能称
得上是一名交警。耿尊和郭
诵、王亚男有时在电视栏目

《说道》上主持节目，或许是
因为照片上网，一些观众不
知怎的就跟踪到了微博上。

一天，耿尊结束一天在
办公室的值班前，发了一张
再见的照片，手里拿着两串
钥匙，没料到那两串钥匙就
成网友们的谈资了。

其实，那就是一串家门
钥匙，和一辆微型私家车的
钥匙。所以说，当明星不好，
还是当民警好。当民警，最
重要的事就是给市民提供
好的服务，帮助市民解决问
题，还有宣传酒驾危险、发
布温情追逃信息、公开警务
工作。

这就是一支简单的交
警团队，做着交警应该做的
每一件事情，只不过工作通
是过网络，借助微博，面对
的还是所有与交通有关的
市民。只要市民有问题、有
要求，随时随地都可以提
出，即便已经过了下班时
间。就当是网络版的“ 122”、

“ 110”吧。
下次如果还遇到有人

肇事逃逸，还是发微博，还
是像上次一样，坚决不能让
违法者逃出法网。

19 日深夜的一

则微博消息，牵出

潍坊第一例微博追

逃案。或许不少人

并不清楚，在这起

案件的背后，是一

支由 6 位正式民警

组 成 的 微 博 “ 警

队”。做为全国首

支交警微博团队中

的成员， 6 名年轻

人正在用一种新的

形式，成为网络时

代的交通警察。

“微博交警队”全家福


	K16-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