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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晚报·齐鲁壹点：今年
7月，《谭谈交通》遭全网下架后
又重新上线，您本人也经历了
从舆论的风口浪尖到网络再次
爆红，对您来说，这件事有何影
响？

谭乔：其实在这次《谭谈交
通》版权纠纷事件之前，我在全
网已经翻红了。2021年春节，我
在B站粉丝破百万，到2 0 2 2年
初，全网粉丝破千万，成为人们
口中所谓的“头部”。这两年，二
仙桥大爷、谭乔全球巡导、商业
活动出圈等热门事件也屡上热
搜，所以，我并非是因为版权纠
纷这个现象级热门事件而爆
红，只能说这件事添了一把火。

我并没有去炒作，目前这
件事已经缓解了。后来有不少
商家找我谈合作，也有人说谭
乔输了，我能说什么？我只能
说，对对对，你们高兴就好。

要说到影响，我会更加注
意自己的言行举止。版权纠纷
事件全网讨论量十几亿次，这
种关心既是鼓励也是压力，“一
日为警察，终身是警察”“一生
做好事，一次都不能做坏事”。
所以，无论是直播还是视频，坚
持正能量的内核，是我的基本
属性。

当年《谭谈交通》最红的时
候，我求之不得，现在正常做
事，各种名声和商业活动纷至
沓来，有句话叫：但行好事，莫
问前程，我想这就是吧。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您自
己曾提到“谭S i r被扒光了，但
又没有光”，再次回到公众的视
野，您想带给大家更多的是什
么？

谭乔：最重要的就是快乐，
就像当年《谭谈交通》一样。

很多人现在的生活，可能
会面临一些压力太大的瞬间，
如果无意中刷到了我们的视

频，能开心一乐，过后有点回
味，这就够了。关注我的朋友可
以看到，无论是我们拍摄的公
益视频、专题视频还是商业视
频，总能让人在开怀一笑后，感
受到一些正能量。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于您
而言，今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今年的经
历，您会说什么呢？

谭乔：我今年最大的收获
就是谭乔这个人和这个 IP，得
到了无数粉丝和商业品牌的认
可。我的粉丝数量在不断上涨，
这还是我个人没有任何主动炒
作的情况下，现在很多大品牌
都和我建立了合作机制，相信
大家也看到了。

这些商业合作，让我有能
力改变自己和家人的生活，也
让我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
力去改变我够得着、需要帮助
的那些人的人生。对我来说，成
就感和幸福感满满。

如果用一句话总结今年的
经历，那应该是“全球华语地区
享有一定盛誉”不再是厚着脸

皮吹牛了，今年真的火出圈了。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您目

前正在更新《谭乔寻人记》，视频录
制的主题思路、脚本撰写、拍摄风
格等方面考虑了哪些因素？

谭乔：在《谭乔寻人记》里，
我相当于一座桥梁，这座桥梁
连接着一群普通人的目光投向
另一群普通人的生活。我以前
是交警，可以说连接了交通，那
么我现在连接的是人心。

看《谭谈交通》，品百味人
生。《谭谈交通》这种十几年前
的节目，还能在今天被大家喜
爱，我觉得就是因为它足够真
实。所以，我现在的视频也没有
脚本，就跟当年《谭谈交通》一
样，脚本是当年那些主角用了
十几年时间自己写成的，我们
只是记录者。所以，我们的拍摄
风格也是一贯的纪录片风格，
追求写实、接地气。

我们邀请了很多当年《谭
谈交通》的主角，初衷是向大家
展现普通人的人生，虽然不容
易但不会放弃。比如二仙桥大
爷、现实版《活着》的福贵大爷、
二手家具吕老板、气球哥等。在
这个时代，普通人的人生也同
样精彩，值得我们去记录和了
解。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之前
您提到，自己会一直致力于交
通安全宣传，您还有什么想法
和计划？

谭乔：我从交警岗位上离
职，如今除了从事交通安全宣
传，我还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
自己的外延。

一方面，我认为我可以继
续实现在安全宣传和公益活动
方面的价值。我现在是四川省
道路交通安全协会的副秘书长
和残联儿童福利基金的理事，
明年还想做更多宣传安全、公
益和爱心援助方面的事儿，这
些都是我工作三十来年一直在
做，也想继续做下去的事情。

另外，2021年是我第一次
系统地接触自媒体行业，2022
年由于疫情还有版权纠纷，导
致很多工作没按计划进行。所
以明年，我会两条腿迈大步走
路：首先是视频制作，我会继续
做好《谭谈交通》的续集《谭乔
寻人记》，展现这十几年来，《谭
谈交通》主角平凡的人生经历；
有余力的情况下，我还会做一
些公益视频，助农、乡村振兴直
播带货、助残活动等，还有《谭
谈交通全球巡导》以及应各大
平台、栏目和综艺等邀约，我也
打算开设各类专栏；再就是，进
一步做好商业方面的规划，认
真、努力、诚实去“恰饭”，也能
把饭“恰”得很香。

目前来看，大家对于我各
类视频的评价还是蛮高的，我
很欣慰。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明年
有什么新的展望？可从您个人、
工作、家庭或生活等方面谈谈。

谭乔：首先是作为已痊愈
的前抑郁症患者，我要照顾好
妻子、孩子，还有生病的老爹和
老妈。

目前，我的业务在不断拓
展，加入谭乔工作室的小伙伴
越来越多，明年我要进一步梳
理一下，肯定不能再采用当年

《谭谈交通》一台机器、一个人
的操作模式。

现在我的团队核心人员是
《谭谈交通》几任摄像君，团队
的骨干是摄像君考核通过的一
帮95后年轻人，他们大部分都
是我的粉丝。十年前，几任摄像
君给我打工，现在他们创办了
一个MCN 公司，带着我一起

“飞”，如果明年一切顺利的话，
这个队伍我们计划还要拓展。

我觉得，跟年轻人在一起，
愉快地学习、工作，永远保持年
轻，永远让别人热泪盈眶。你
说，有没有一种可能，谭S i r这
个人，还可以再火五百年？

今年7月，《谭谈交通》
被成都游术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全网索赔数千万元，涉
及视频被全网下架，引发关
注。8月7日，谭乔在个人微
博称“谭谈交通重新上线，
去二仙桥又可以走成华大
道了”。此次版权纠纷的风
波，谭乔经历了从舆论的风
口浪尖到网络数度爆红。对
他来说，一切终究又回归了
平静。

“一日为警察，终身是
警察”。尽管谭乔已从交警
岗位上离职，但他还是一如
继往地宣传交通安全，在这
个过程中，他也慢慢地找到
了属于自己的外延。如今，
谭乔一直坚持“在路上”，努
力发现普通人的人生，去了
解和记录属于他们的精彩
故事。

12月底，记者再次联
系到谭乔，听他讲述了自己
今年的经历和感受。

王晓玲：航天是我一辈子奋斗的事业

终有一天，中国会站上航天最高舞台
记者 郭春雨 李岩松

“对我而言，2022年最大的
收获，一是见证和参与到空间
站建成；二是我儿子研究生毕
业。”长征五号系列运载火箭副
总设计师王晓玲笑着告诉记
者，“总结今年的关键词，就是

‘圆满’。”
“2022年我基本上是连续

出差的状态，2023年估计会更
忙。”王晓玲说，2023年的航天
任务依然很重，自己还是会持
续出差状态，“明年长征七号、
长征五号都有相应的任务需要
完成，对我而言，随时准备出
发，哪里需要去哪里。”

追梦太空，从“太空大国”
走向“太空强国”，王晓玲和同
事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根 据 计 划 ，空 间 站 建 成
后，将转入为期10年以上的应
用与发展阶段。航天员将长期
在轨驻留，开展更加深入的空
间科学研究和宇宙空间探索。
随着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迈入
全球合作新时代，或将有不同
国家的航天员和科学项目进
入中国空间站开展实验，让中
国空间站的科学技术成果造
福全人类。

航天事业不是一蹴而就

的，圆满成功的背后，倾注着许
许多多航天人的努力和汗水。

老家潍坊，从一位普通的
科研人员成长为长征五号系列
运载火箭副总设计师，王晓玲
结缘于航天，实际上是“误打误
撞”。

“高考的时候，我对未来
也很迷茫。我的数学老师苑振
谦为了就业考虑，推荐我报考
西北工业大学的自动化专业。
西北工业大学作为‘三航’院

校的优秀代表，为航空、航天、
航海输送了大量人才。从此我
跟航天有了千丝万缕联系。”
王晓玲说，成长过程中，自己
一 直 很 幸 运 ，一 直 遇 到 好 老
师，在自己迷茫时，为自己调
整方向。

“ 我 从 小 就 想 当 一 名 军
人，想要去部队穿军装，但这
个梦想一直没实现，就想着去
个跟部队沾边的地方。于是就
到了航天科技集团，进行航天
软件的开发和测评。”王晓玲
说，有人曾经问过自己，“干航
天，女同志会不会不如男同志
合适？”

“航天工作，没什么性别区
分。尤其是我们做控制系统研
发的，不分性别，只要是能力达
标都可以做。长五系列火箭的
技术攻关点很多，而我们团队
里优秀的女同志也很多，有很
多特别优秀的主任设计师都是
女同志。”王晓玲说，电缆线几
十公斤，女同志跟男同志一样，
都是自己动手搬，“我们这里都
是‘女汉子’，不管是脑力劳动，
还是体力劳动，女同志跟男同
志都一样。”

经历了自然环境的恶劣，
攻克了科研攻关的高难度，王
晓玲觉得，航天是值得一辈子

骄傲和投入的工作，“航天是我
一辈子的事业，从事越久，我越
觉得这份事业值得我付出、奋
斗。”

正是所有中国航天人的忘
我和投入，才创造了中国航天
一个个历史性瞬间：从神舟一
号一飞冲天到神舟五号让国人
圆梦太空，从首次出舱行走让
五星红旗在太空飘扬到空间站
建造19个月11次发射的“中国
速度”……

中国航天，用速度和实力，
书写着中国航天奋起直追、勇
攀高峰的不懈追求与实践，向
世界展现了中国载人航天30年
发展的韧劲与实力。

“目前我们的航天实力和
NASA（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相比还是有一些差距的，但我
们能够正视这些差距，哪里不
足就去追平哪里。我相信，终有
一天，中国人会站上航天领域
最高的舞台。”王晓玲说。

对于每一位航天人来
说，2022年，都是难忘的
一年——— 这一年，随着空
间站梦天实验舱顺利完成
转位，中国空间站终于迎
来三舱“T”字基本构型在
轨组装完成的重大时刻。
从“一”到“L”，再到“T”，
中国空间站的“太空变形
记”，也是一代代中国航天
人接续奋进的印记。

长征五号系列运载火箭副总设计师王晓玲。

谭乔(左）目前正在更新《谭乔寻人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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