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张竞昳

代纪玲说，一年多前，她从花园路农业路
口过时，看到杨华民正对一名行人罚款。

“当时我觉得挺纳闷的，真没见过给行人
罚款的。”

代纪玲说，后来同事告诉她，杨华民可是
郑州的“名人”。

再后来，经常在媒体上看到杨华民，于是
就产生了做一期专题节目的想法。

“都说他好，到底有多好，是不是在作秀，
这都得观察了才知道。说实话，最初是带着质
疑去跟拍的。”

采访前先观察他几天
代纪玲说，在正式做节目之前，她对谁也

没说，自己先到路口观察了几天，看看杨华民
是不是如媒体所说的那样认真敬业，是不是如
粉丝所讲的那么善良热情。

她还看杨华民发的微博，看粉丝们的留
言，想知道为什么“烦人”交警还经常有人给送
水送吃的，为什么粉丝这么拥护他。

代纪玲做足了功课，再加上蹲守的几天，她
渐渐发现，这个“烦人”的交警是名副其实的。

正式拍摄时，代纪玲和同事与杨华民约在
早上7点，可连续三天，他们都迟到了。

“其实不是我们迟到，而是他去得太早了，
7点已经换好警服开始工作了。”

了解杨华民的人都知道，他一般早上 7点
就到，准备迎接早高峰了。

代纪玲说，她非常不服气。
第4天，他们特意在6点50分到路口，正好

看到杨华民缓步走过来，“这回我们总算没迟
到”。

引起共鸣的是他最本真的一面
接下来的一个多月，从早到晚，摄制组跟

着杨华民一起上班、一起下班、一起吃饭，一
个有血有肉真实生动的交警形象从陌生到亲
切，从模糊到清晰，给摄制组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

“他说过，‘我没有把心形的图案放在这个
路口，我是把心放在了这个路口’，所以大家才
觉得这个路口和别处不一样。”

代纪玲说，他们一共拍了三四十个小时，
700G的内容，这段时间接触下来，她觉得无论
对人还是对工作，杨华民都是一个真心用心的
人。

“很多人给我发短信说节目做得好，其实
我觉得功劳还是杨警官的。”

代纪玲说，之所以能引起共鸣，并不在于
拍摄手法，而是从杨华民身上体现出的最本、
最真的一面。

“如果能架起一座理解的桥梁，人与人相
互理解，那么这个专题本身的意义也就达到
了。”代纪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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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驻豫记者站站长代纪玲讲述采访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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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40个人中24个认识他
昨天中午1时许，记者随机采访了40位市民，有24位市民都知道杨华民，部分市民

看到新闻后，马上就加了杨华民的微博。
“这么认真的民警，太难得了。”在中原路华山路口，正要过马路去万达广场购物的

王先生，听说杨华民这个名字，未顾上过绿灯，非要和记者说上两句。
王先生说，凡事只要认真了，一切困难都不算困难，杨华民做到了。
提到杨华民的微博，王先生说太实用了，建议司机朋友们多看看，“只会有好处”。

博友：他成了“城市名片”
今年32岁的乔涛涛是郑州市广播电视大学的一名教师，微博名叫“若即若离”。
他说，杨华民已成为郑州的“城市名片”，越来越多的人关注他喜欢他，虽然也有

很多网友说他是作秀。
“但是，我认为这是好事，主要是大家都觉得这样的人太少了，平时不会有这么

有耐心、恒心、负责的警察，可又是实实在在的身边出现了，也许最初很可能认为他
是在作秀，但是，从2009年开始，到现在都3年多了，他作了3年的秀为了什么？很显
然，他不是在作秀，他一直把认真工作的态度和方法告诉了大家，也想通过这种传
播，想让更多人来支持这个路口的畅通。”

乔涛涛说，每次经过杨华民执勤的路口时，总是看到他在不停跑动，“腿、嘴、手，
还有他的微博都在与市民互动”，大家越来越感觉到，杨华民现在已是这个路口的灵
魂，“有杨华民，这个路口肯定是畅通的”。

同行：学习杨华民的经验
作为同行，民警杨天舵说，杨华民做的事情都很正常，但被有些人误认为作秀很

不正常。“我倒希望大家也来作这样的秀，其实作秀不作秀，老百姓心里更清楚。”
杨天舵说，杨华民始终把老百姓的事当做自己的事情来做，“为啥他苦口婆心给

你说，还不是把你当做自家人，怕你出事故”。
杨天舵说，他们私底下也接触过，“他是个比较真实的人，不太掩饰自己的想法，

直来直去的”。
交警二大队民警陈涛说，杨华民开通微博算是最早的，他的微博在整个交警大队

也是比较好的。“在向他学习了经验后，我们也及时把路况信息向群众发布，包括辖区
哪里拥堵，或发生交通事故等，建议绕行，避免更大的交通拥堵。”

妻子：他是个工作狂
“他呀，是个工作狂，生活中一塌糊涂。”对丈夫，时女士这么总结。
时女士说，杨华民很少做家务，虽然也曾埋怨过他，但看他工作那么辛苦，有时

候都顾不上吃饭，也挺心疼的，“回到家，他还要看微博，及时给博友们回复”。
央视播放的杨华民纠正骑电动车女子违章的镜头，这几天时女士没少回忆。
她说：“看到那则镜头后，我就对杨华民说：你那么较真干啥？她闯红灯，你劝阻

过了，她不听也就罢了，何必那么较真，让人家不理解，对你的印象还特别不好。”
而杨华民这样回复：“虽然她一时不理解，但是慢慢会悟到我是在保护她。”
她还说，杨华民的较真源于他曾出过事故：一次，一位骑电摩的学生闯红灯，杨

华民不让，这个学生硬闯，最后杨华民摔倒在随后而来的汽车上，撞着头部了，如今
他的听力下降得厉害，给生活带来了不便。

“萝卜哥”：民警应该以他为榜样
韩红刚红了后，开通了微博，也被很多网友所熟知。
他说他和杨华民也算打过交道，经常开车路过杨华民的岗亭，每次见到他都那

么忙碌。“在一次微博互动时，博友们选出了几位感动人物，其中就有杨华民，最后
我代表博友给他送去了蔬菜礼盒，感谢他的辛勤付出，为这个城市所作出的贡献。”

让韩红刚记忆犹新的，也是杨华民说的那句朴素的话：“我的工作就是这个路
口，离开了这个路口我什么都不是，所以人首先要做好自己，做好自己的工作。”

韩红刚说，像杨华民这样敬业的民警应该得到大家的关注，给郑州市所有的民
警树立个榜样，如果大家都能像他这样工作，郑州明天的交通一定会好很多。

曾被纠章者：送一幅字表示肯定
于秀荣今年70岁，去年8月份，她和杨华民“认识”了。
那天早上7点多，她骑电动三轮车路过杨华民的岗亭被拦下，说市区不让骑。

“我让他拿规定，他还真去了，说是公安部的规定，硬是将我的车扣到了停车场。”
于秀荣一气之下不走了，杨华民到哪儿她缠到哪儿，跟了三四个小时。
通过三四个小时的观察，她看到杨华民搀扶路过的残疾人、聋哑人过马路，还要叮

嘱他们一番，“我放弃了，最后我找他要了警号和联系方式，他也给我说了”。
回家后，她觉得心里很愧疚，托朋友写了幅字送给了杨华民，“敬业乐民”，主要是

对他工作的肯定。

杨华民把热情“粉丝”赠送的新鲜黄瓜送给流浪汉。这个流浪汉在他的感染下，经常帮
忙摆放乱停的自行车。 记者 张翼飞 图

记者 鲁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