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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济南，总有一些面孔
会触动我们心

灵深处，让

我们感动、愤怒、遐想、铭记。而我们的《面
孔》，就是为

了记录他们——— 这些活跃或者“隐藏”在泉城的大大
小

小的人物。

编者

的话

被剪辑的专拍哥
本报记者 张洪波 赵丽

只是一瞬间的念头
专拍哥，姓名、年龄、单位、相貌、住址不详，他只说过自己是个80后，“别的就不能再多说了”。从他以往发的帖子中，还知道他是个工科学士，每月工资只有几百元。但真实与否，无从考证。专拍哥出名是在今年3月18日，那天早晨，专拍哥在济南历下区泺文路等公交车去上班。忽然，一辆挂着“鲁O”牌照的别克车停下来，然后，从车上下来一名小学生。而省实验小学就在附近。这个在别人眼里可能见怪不怪的场景，却触动了专拍哥。专拍哥说他当时把这辆车拍下来，只是“一瞬间的念头”，并没有想那么多。

他在第一篇帖子里也证明了这一点，他说，“每当坐着拥挤的公交车，看着路上一辆辆豪华官车，就一肚子羡慕，于是拍出来，大家评论下，都价值几何啊？”
也许是出于他自己所说的那“一肚子羡慕”，也许是出于责任，从此，专拍哥就走上了专拍公务车之路。
但在此后的帖子中，专拍哥的意向越来越明显，有一次，他在发了好几张豪华公务车照片后，连写了好几遍“我很愤怒！”7月27日晚，在与记者QQ聊天时，专拍哥列出了一张长长的鲁O单子，这仅是他一天拍摄的公车。早上6点到8点，上班途中，他在公交车上拍了39辆鲁O车，还有一辆英国路虎豪华越野公务车；下午4点到6点，下班途中，他在公交车上拍了27辆鲁O车，专拍哥把每辆鲁O车的车号都存在了手机里。

对于一天当中拍了这么多鲁O车，专拍哥是这样说的：“今天傍晚，济南有下雨的趋势，老板提前放我。得以在4点就坐上公交车了！本以为今天走得早，应该见不到多少公务车，岂料公仆们下班也很及时，路上的鲁O车照旧熙熙攘攘。”

有种拍不完的感觉
最初，专拍哥只是拍公务车，而非公车私用。
他坦承，起初他只是见了公务车就拍，那些鲁O车是否在私用，“我可管不了这么细致”。但他的很多照片是拍自酒店、娱乐场所、医院、学校等公共场所门口，他反问记者：“那些停在酒店、娱乐场所门口的鲁O车，总不能是在加班吧？即使不能证明是在私用，但是涉嫌，涉嫌你懂吗？”专拍哥说，在他上网发帖后，有网友说他“拍不到好车，有点丢人”。于是他又关注起了豪华公务车。有些比较破的公务车，即使明知是在办私事，他也不一定拍，但

一些豪华公车，不管是否在办公事还是私事，他都会拍下来，因为“这些车太好了”。
他说：“公务车多如牛毛，很难见到国产车，而且大多都比私家车豪华，这你不能不承认吧？你见过松花江之类的破车挂鲁O的牌子吗？”
曾经有网友建议专拍哥去某些公务车扎堆的大酒店门口去拍，专拍哥没去，因为“公务车遍地都是，我有一种永远都拍不完的感觉”。他说，每天上下班时，他在公交车上就能见到大量公务车，或者晚上去吃饭，甚至更晚出去，还有周末出去玩时，到处都能见到公务车。

记者质疑专拍哥将那些未必在私用的公务车曝光是否合适，而专拍哥的回答是，不需要去明确那些车去干什么。他甚至要求记者，“你一定要相信，所有的公务车都存在私用的情况。”专拍哥的理想是：“下班期间和周末将所有的公务车进行封存，严格管理，不得将车开回家。”他甚至理想化地认为，“下班后公务员都应该骑电动车和自行车。”可专拍哥的理想没有实现，他甚至看不到实现的希望。于是他很无奈地说：“能改变一点就改变一点吧。”
他给记者举的例子是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那里面有一个情节，是在监狱里申请一个图书馆，美国当局不同意，安迪就一遍又一遍地写信给州议会，终于为监狱申请到了一小笔钱用于监狱图书馆的建设。

公务车之外的关注
在以往媒体中报道的专拍哥，仅是就他拍公务车一事之报道，而对他说的其他事情，很少涉及。实际上，在连续多天的聊天中，专拍哥提到的话题非常广泛，他讲他看到的大街上的乞丐、环卫工，可是他不知道谁能来帮助他们；他讲夜里看到路灯坏了，就会想到如果有一个女孩子单独走，女孩会非常害怕，他自己也会担心遇到劫匪，可是他不知道该找谁来修……然后，他把这些统统归结为有关部门不作为以及社会不公平。专拍哥曾给记者提供了一段

他与某媒体的对话，“我想跟你们说个事情，在长途汽车东站，角上有几个大个的垃圾箱，旁边有一间小屋子，那里住着人，很可怜……我有几次找一个客户办事，路过那里，感觉很心酸，里面还有一个小孩呢……”
在与专拍哥的聊天中，他总是不由自主地转向这些话题，当被记者打断时，他总是很郁闷地说：“除了车，我想跟你们谈些别的，你们为什么不肯让我说完呢？”

“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一些事情：比如你去某一个政府部门办事，他们非常不负责任，让你跑一次又一次腿……复印一张纸，他会收你五块钱。很多人都非常不满，可是他们为了挣钱或其他原因都忍了。可我不愿意这样，我会借这个事情找那些公务员茬子的，我希望后面的人就不用再交这五块钱了。”专拍哥这样解释他做这些事情的原因。

绝对不见面的原则
网上的专拍哥异常活跃，而在现实中，专拍哥非常小心非常谨慎。只有一个大学舍友知道他是“专拍哥”，除此之外，他的父母和同事朋友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四个月来，从没有媒体见过现实中的专拍哥，所有的媒体都只能通过QQ与他联系。他说，前几天，山东电视台联系过他，答应会对他的图象做处理，让人认不出来，他没有答应；山东广播电台也想采访他，答应对他的声音做处理，专拍哥也不答应。他说，到目前为止，他只给过中央台一张模糊的照片。在记者与他前后6天的QQ采访中，曾多次提出想采访他，并许诺不拍照、不问姓名、单位，不在文中描写他的相貌，但专拍哥仍然不答应。他说不见面，那是他的“原则”。甚至，当记者再三要求时，专拍哥竟然很警觉地说：“我从来没见过你们这些人，而且万一你带着政府的人，把我抓起来，那就麻烦了。”

专拍哥说，他曾在一些拍车过程中，遇到过围攻、谩骂，幸亏他跑得快。他甚至去公安局咨询过他这样做是否违法，

以及如何保护自己。
但当记者告诉他，其实这些都不能成为秘密，公安部门完全可以根据IP地址确定“专拍哥”是谁时，专拍哥沉默了一会儿，说“这可能也有政府方面透露出来的积极因素吧”。

“不守规矩”的小人物
出身于农民家庭，每月几百元的工资，租的房子，天天挤着公交车上下班，手里拿着一部并不太好的手机，有网友劝他买一部单反相机拍车，他说太显眼，也买不起。这就是专拍哥，很普通很平凡有些正义感也有些偏激的小人物。

他说他身边的朋友，也都是些底层的小人物。
专拍哥对他的工作并不满意，他说，“真正搞技术的人，想发财是很困难的。”但他也常说：“我首先得生存。”所以他拍车通常都是在下班时间。
专拍哥也想过当官，“我参加了一些所谓的考试。可是那条路我想走通是很难的。我只是想更好地治理这个国家。”

“比如，我参加了某场公务员考试，在做题和写文章的时候，我会揭露一些丑恶的事情。然后希望能碰到一个有良心的阅卷者，给我一个高分，恰恰相反，我基本都是倒数的。而那些循规蹈矩的，可能会得高分。我遇不到知音。”专拍哥虽然专拍公务车甚至豪华公务车，但他想不出自己什么时候才能买得起车。他说在拍公务车之前，他对车一无所知，“我还以为国产车都是很好的呢。直到后来，才了解了一些车的知识。”

他对车膜也并不了解，他一直认为，公务车帖车膜的原因是“里面的人怕见光”，而对车膜的遮光作用，他并不了解。专拍哥说，在日常生活中，他是个不爱说话的人，很老实很平凡。但对他做的一些事，别人的评价是感觉他有点不守规矩，但他个人认为很正常。
专拍哥坚持认为，这并不是他不守规矩，而是“这个社会的一些规矩很怪异”。

专拍哥，因专拍济南的公务车而在网上走红。
但在现实中，专拍哥的形象是一片空白，没人知道他的

姓名、年龄、单位、相貌、电话以及住址，甚至他在网上的资

料也经常换来换去，有时候是男，有时候是女。
他拒绝与任何媒体见面，甚至连他的父母和朋友也不

知道他就是专拍哥。所以，出现在公众视野里的，只是一个

非公车不谈、形象模糊的人物。记者对他的采访也是通过QQ完成的，连续多天的采

访，记者只能通过网络尽量还原一个相对清晰的专拍哥。
走在大街上，任何一个手里拿着手机的平凡青年，都可

能是专拍哥。
3月18日，天涯社区出现一个新

注册的 ID“专拍公务车”，这位网友
注册之后马上发帖《山东省会济南
公务车随拍，坚持一天拍一张》。帖
子里称“每当坐着拥挤的公交车，
看着路上一辆辆豪华官车，就一肚
子羡慕，于是拍出来，大家评论下。
大家一起来研究，坚持一天至少
拍一辆。每辆车都编一个号。”

他街拍曝光的“1号车”是在
山东省中医院附近，他说下车的
是一个小学生。

此后的一段时间，他几乎每
天都会贴出一些各种“鲁O”牌
照的政府公务车，并按照发帖
顺序对前面500多辆车进行了
编号。目前，专拍哥已陆续发了
1000多张照片，他说自己已经
拍了5000多张。

发帖网友“专拍公务车”
对正常渠道反映公车问题不
抱太大希望，他认为网络曝
光是个好办法，并会继续坚
持下去。他说自己已经为此
建立了几个Q Q群，总共有
上百网友加入，他要号召网
友都来拍各地的公务车情
况以及公车私用的现象。
在跟帖中，已经有河南、黑
龙江等地网友加入随拍跟
帖。（据《南方都市报》）

济南“专拍哥”

专拍公务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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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记者要求专
拍哥描述自己时，他
发来上面这张唐吉
诃德的卡通图片。

在首期《面孔》里，我们选择了三
个“面孔”：模糊的专拍哥

。他因

为专拍济南的
公务车而在网

络上走红，却因从不在现
实中暴露而一

片

模糊；为山东捐款3
000万的王晨，咱们来看看他

的人生是如何
走过。

还有一位“小人
物”，他自学国学几

十年，不仅义务给社
区居民讲

课，还多次去找研
究国学的“大人

物”PK，有人说，他的观点很“
颠覆”。

本期策划 张洪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