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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官还能这样教课

  按照要求，所有驾考人员在通过科目四
考试以后必须经过安全警示教育以及宣誓环
节才能拿到驾驶本。有的地方选用播放事故
视频的方式进行警示，但侯登安觉得面对面
授课“更靠谱”。安全是立命之本，一个人
没有了安全，一切都会混乱。出行安全是综
合的安全问题，涉及驾驶技术经验、心理素
质、观察判断协调、应急处理能力、道德发
展、文化修养等，需要格外重视。“所以，
这课不仅要讲，还得讲生动，讲到位！”
他说。
  不过老侯坦言，这课很不好讲，因为它
面向全社会，老中青几代人都来听，人们来
自各行各业，某种程度上可谓众口难调。
“农民工、工程师、律师、医生、政府官
员、学生、大学教授都可能坐在这间教室
里，要想他们每个人都能听懂，听得进去，
值得好好琢磨。”
  这就不能是简单的说教。于是，老侯开
始创新各种各样的讲课方式，将哲学、文
学、戏曲、相声、脱口秀融合起来，随机切
换普通话、方言、英语、日语、法语等多种
语言，认真钻研每一个段子，尽心上好每一
堂课。
  采访当天，我们正好赶上老侯开讲。
  “开车上路需要仪式感。因为人的生命
太脆弱、太短暂，这种仪式感是安全的屏障
和防火墙。请问大家，你们路考的时候，是
不是要求上车之前要逆时针绕车一周半检查
车况？请问拿本之后开车，你们还绕不？千
万别吹牛（大家哄笑）。其实，把这种仪式感
坚持下去成为习惯，安全驾驶才会有保证。”
  “我问问在座的小伙子们，假如你们开
车在路上，遇到前车漂移逼停，你会怎么
办？到底谁先走？会不会怒气上升，要下去
理论？那就有可能悲剧了。开车上路带有复
杂性，要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去认清出行环
境。遇到这种情况记住一个字，（侯登安一
指身旁）这位小帅哥说，忍。我觉得，忍，
格局不够。忍是被动的，你很压抑。我们该
说，让。让一步海阔天空。大家主动敞开胸
怀去让，你的心情一定立马舒畅不少。”
  “大家要把开车上路当作人生重要的考
试，考试的结果不仅影响你自己，还有你的
家、别人的家。开车上路，就是在驾驭人
生，达到这种境界，你不但确保了安全和文
明，还能成就一番大事。如果这堂课能点亮
你们内心的安全之灯，每个灯又交相辉映，
整个城市就都点亮了。我们共同守护了城市
的安宁，多有成就感！”
  临近下课，老侯又对学员们说：“今天
你们来着了，我送给你们一份礼物。”接
着，他微笑着张开双臂，让大家将驾驶本幻
想成一双隐形的翅膀。“这翅膀，左边写着
安全，右边写着文明，展开双翅，以此为人
生的起点再出发，飞翔在蓝天白云之间，享
受生活，享受驾驶，俯瞰人生。”
  40 分钟的课，所有人都在聚精会神地听
侯登安讲授，气氛热烈，互动性极强，欢笑
声、掌声不绝于耳。“很感动，收获真多！
这课不是走过场！”“没想到，警官还能这
么教课，老侯名不虚传。”课后，学员们纷
纷告诉记者。
  老侯的办公室紧邻宣誓室，进门右手边
墙上挂着写有“心系学员，排忧解难”“尽
心尽职，热情服务”字样的锦旗，均为学员
赠予。从业十几年来，他深得学员喜爱。曾
经有几位驻济高校的教授听完课后专门找
来，表示这堂安全教育课对自己的教学都有
很大的启发，老侯雅俗共赏的表达方式值得
推广。
  怎样做到雅俗共赏？侯登安觉得，首先
应用心说话，真诚表达，要往那儿一站就能
给学员亲近感。其次，要将高深的道理通俗
化，将道理轻而易举地传入脑海，让所有人
听得懂，记得住。“换句话说，就是灵活运
用语言，提升听众的责任感和自律意识。要
在潜移默化中，把遵守交规、安全驾驶上升
为个体对家庭对社会的担当和使命。”
  “平安是回家最近的路”，是老侯讲课
的口头禅，也是每堂课的精髓所在。为了解

释这句话，老侯特意引导大家设想了一个场
景：如果你是一位孩子的母亲。当你出差结
束后开车回家，打开家门的那一刻，孩子迎
面向你跑来。然后他以孩子的口吻喊了一声
“妈咪”，又以妈妈的姿态将孩子搂在怀中
说着“Love you”，让大家明白平安回家才
是最美的。紧接着，他突然由英文转为济南
话，“如果你ri ri地，rou rou地（指速度很
快）狼窜，然后就duang！然后再躺平，然后
再挣扎，然后永远不再挣扎，留下的又是什
么？”老侯的话引来哄堂大笑，笑声背后又
留下了深深的警醒。
  当谈及以此走红出圈时，老侯保持了平
常心，表现淡然。于他而言，“突然走红”
不过是在默默无闻之中放了个响，关键是让
更多人知道并传播了正能量。“有很多年轻
人刚毕业对社会不了解，没和警察打过交
道，暑期来考试拿驾照，或者在网上看到我
的视频，算是第一次真正和警察接触。借这
个机会，偶遇我，可能也让他们对这个平凡
的岗位真正了解，看到人民警察的使命与担
当。”侯登安说。

安全教育可以讲出艺术美感

  “安全教育课必须具有艺术性、思想性
和哲理性，所有内容都需要不断思考，不断
创新，不断升华。但它不是说教，而是一种
号召，一种发自内心的呼唤。”老侯说，
“就像走在路上突然飘来一阵迷人的暗香，
这个时候，无论你是何种身份，都会自发地
追随着这抹香气寻找本源。”老侯要做的，
正是细细研磨这蕴藏安全与文明的暗香，再
慷慨地抛洒。
  围绕着安全与文明两个主题，老侯一直
在思考最合适的表达方式。他几乎每次讲课
都会在口袋里放支录音笔，课后再反复斟
酌，根据现场反应找出问题或亮点，不断在
授课方式上下功夫。从吟诵诗歌“太阳在选
择中上升，流星在选择中下沉”，到以情景
剧的形式解读“平安是回家最近的路”，再
到春节期间改编戏曲《马大保喝醉了酒》强
调酒驾的危害，他不断钻研，不断创新。
“刚开始也不知道怎么搞，咱没干过老师，
没有面对过这么复杂的群体，也不会做课
件，没任何参考资料，一切从头开始。怎么
弄？就得硬生生地蹚出一条路。”老侯说。
  侯登安心思细腻，善于留心观察生活中
的点点滴滴，一个个鲜活的段子也就从生活
中应运而生。在济南车管公众号专栏“车管
老侯”第172 期中，他以“农民种地看天，开
车上路看啥？”为题创作，提醒大家开车上
路看的不仅是马路，更是道！“大道至简，
道有多深，路就有多长！”“这个主题是我
在看新闻联播提到农业现代化时想到的，触
类旁通就延伸到开车上路上来了。”老侯一
拍巴掌，得意之色溢于言表。
  段子源于何处？他起身朝鱼缸走去，指
着鱼缸里的鱼微笑着问：“看到它们你能想
到什么？首先，这鱼缸里有几十条鱼，它们
总有相遇的时候，但从来不会碰撞，因为它
们会互相谦让，和谐共处；第二，这个鱼缸
就是规则，一旦跳出这个缸就会面临死
亡。”他将鱼的世界拟人化，将鱼和鱼缸与
交通安全联想在一起，向我们阐释了遵守规
则、互相礼让的道理。
  “我现在会有规划地研究、欣赏、延展
自己喜爱的书籍资料，积累到一定程度灵感
自然而然就来了。”侯登安说，课上的段子
都是原创。他认为，艺术源于生活，向生活
学习，段子才能接地气。此外，很多看似不
搭的内容，侯登安也积极吸收储备，无论是
费孝通的社会心态秩序，还是马丁·路德·
金的呼唤号召式演讲，又或是老子关于道的
理解与阐释，他都积累起来，慢慢就转化成
了上课时、视频里的金句。
  “社会亟须安全文明，人的绝大部分时
间都在动态地流动，从深层次看，一个城市
的交通秩序、交通文明能反映整个城市文
明，交通秩序就是整个社会心态秩序的反
映，比如一个人开车，如果心情不好，一开
车是不是马路都不一样？你的开车过程、行
程轨迹就刻画着你的人生。”老侯分享着自
己学习积累的感悟：“我想让听了这堂课的

人感觉很暖，甚至产生美的、艺术的想象。
今后开车时，可能还会想到我的一句话，想
起我送给他们的‘隐形的翅膀’，想起那句
‘平安是回家最近的路’，那么行动上自然
也就跟从内心，时时处处想安全了。”
他说。

所有驾驶员组成命运共同体

  老侯的济南话地道，因为他出生于济南
市长清区黄豆峪村，和学员讲话接地气，像
个热情、和气的老大哥。但很多人没想到，
他在讲课、说段子时，会熟练地掺杂一些英
文，有时候上一秒还是济南方言，下一秒立
即切换成了流利的英语。这种“意外之喜”
“反差萌”也让他圈粉无数。
  语言切换自如，其实和他曾经的维和经
历有关。
  “我坐在这儿往窗外看，仿佛还能看见
那片无边无际的大西洋。”回忆起年轻时的
维和经历，一根烟接着一根烟，老侯语速缓
慢而沉重。
  作为2007年山东省唯一一名入选维和部队
的警员，侯登安曾担任维和警察防暴队队
长，两次参加联合国维和任务，荣立过个人
一等功，获得了联合国和平勋章、公安部维
和荣誉勋章。
  “那时候年轻，心气特别足，一心想着
我是警察，太自豪了，一定要服从命令，听
从指挥，为国争光。”老侯说，但是到了任
务区，巨大的压力接踵而至。首次维和任务
在加勒比海北部的海地。到达海地的第二天
早上，刚准备开会，还没坐稳，附近就传来
了枪声。老侯没想到会这么危险，当时他握
着手中的笔，在面前的笔记本上写了一个
“命”字。
  有一回，老侯他们接到任务，要求端掉
目标武器库。指令一经发出，启动装甲车，
架置重机枪，子弹上膛，全副武装，全员随
时做好战斗准备。老侯所处的防暴队车辆，
需要走在最前列为其他人提供安全保障。身
为防暴队队长，老侯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一
抬眼便惊觉一排排枪口已经赫然对准了自己
和防暴队车辆。“车身防弹性能不好，真有
可能会被子弹穿透。”老侯说，这算得上离
死亡最近的时刻之一。 
  第二次维和任务目的地是利比里亚首都
蒙罗维亚，面临的境况并不比海地轻松。
“在利比里亚的时候，受的磨难太多了。”
侯登安说。没有前任进行工作交接，他刚到
任便要直接上手处理警情。口音浓重的当地
语言，尚未熟悉的地理情况，极端恶劣的天
气状况，无一不为工作开展增加难度，心理
压力达到极限。除此之外，还要克服生活条
件的艰苦，甚至独自对抗身体的病痛。热带
蚊子大多携带疟疾、登革热、黄热病病毒。
有天早晨起来，老侯看见一只大肚子蚊子挂
在蚊帐上，就知道自己中招了。当地没有医
院，诊疗手段全无，老侯甚至搞不清自己染
上的是哪种病，面对持续的高烧，只能大把
大把地吃青蒿素硬撑。说到这里，老侯眉头
蹙了起来，“那些蚊子叮咬后留下的白色斑
点是消除不了的，它们至今还在我身上。药
物的副作用也难以消除。”
  在执行工作任务以外，老侯还要兼顾管
理队伍和照顾队员。身处异乡，重任在肩，
环境的压抑带来诸多心理压力，许多队员会
主动来老侯这里发泄情绪。过年的时候，心
思细腻的侯登安便自费买了白菜和面粉准备
包饺子，组织饭局，给队员们一个惊喜。
“那里的白菜面粉大蒜都依靠进口，价格很
高，一棵白菜能卖15美金。”在那个特殊的
远方，老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舒缓队员们的
压抑，尽其所能让中国的维和警察感受到属
于故乡的年味和温暖。
  老侯的住所在大西洋旁，直线距离不超
过500米。身为队长，多重压力变本加厉席卷
而来，他无法像队员一样找旁人倾诉，只能
选择自我排解。“那些时候，我就站在办公
桌窗边，看着外面的大西洋，吸着烟，一支
烟三口就能吸完。我的眼泪哗哗地流，当作
发泄来排解压力。”老侯感慨。
  直视过冰冷恐怖的枪口，听过大西洋的
怒号，经历过性命攸关的时刻，见识过太多

他人的生生死死，再忆起维和旧事，老侯既
有感慨也有释然。“没有这些经历达不到现
在的格局。”在老侯看来，“每门语言都是
一扇窗”。维和期间接触到国外各地语言，
通过学习并加以研究，能够从中领会到全球
的文化和风土人情，拓宽了眼界，“比如说
学法语，就能学到法国的文化、服装、设
计。” 
  更重要的是，困难带来阅历，阅历给人
智慧。两年的维和经历让老侯对生命的理
解，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体悟，对安全文明
乃至人类文明的思考更加深刻。老侯说，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的安全文明教育，马路
上所有的驾驶员就组成了一个命运共同体。
开车路上，不妨碍别人，不伤害别人，不杀
戮别人，对他人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有
句话说得好，每一次相遇都是久别重逢。开
车路上那么多相遇，人生那么短暂，要善待
陌生人，珍视生命。”

形成正能量的“核聚变”

  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在生活中，老侯始
终坚信，人活在世上就为了两个字——— 尊
严。尊严来自哪里？老侯说：“尊严来自善
良，并在善良的基础上，拥有为民的情怀，
铭记责任感和使命感，真正把人民装在心
里。” 
  这话出自老侯之口，任谁也不敢质疑。
“跟老百姓一见如故，喜欢与老百姓交流，
给予老百姓温暖”早已是老侯惯常的工作作
风，并践行在每一处工作细节里。在考场里
发现抱着孩子来考试的家长，老侯会特意调
高房间空调的温度；看见楼下在冷风中候考
的女孩，老侯会上前提醒她可以先去二楼空
调房坐坐；碰到因网络问题中断考试而态度
恶劣的学员，老侯便会同他们坐在一起对话
谈心。这样的对话无疑是及时的、温暖的、
有力量的。“有很多人跟我聊之前还是看谁
都不顺眼的样子，聊完后被我征服，加了微
信成了朋友，甚至还有人当时就表决心要改
掉原来的暴脾气！”老侯笑着说。
  因为侯登安，越来越多的人发现，车管
所不再只是一个考场、一间教室，而变成了
人与人、警与民之间交流真情和温暖的幸福
之地。每堂课结束后，学员们总会自发地鼓
掌；18岁的考生携一家子来车管所拿驾照，
就是为了听老侯的课，跟老侯合影；同乡的
学员在结婚前特意来给老侯送了喜糖，说是
喜欢听老侯的课，想来沾沾福气；讲课时发
现老侯鼻子不舒服，学员会把纸巾递给他；
曾经的学员在路边认出老侯，还会从车上探
出脑袋，热情地喊着“侯哥，侯哥”，同老
侯打招呼……这些细节总令老侯幸福和喜
悦。于他而言，老百姓的掌声正是前进的无
穷力量。
  几十年如一日的警民交流，老侯成了不
少老百姓心中遇到问题第一时间想到的人，
是一个可信、可靠、有安全感、值得尊敬的
警察。除了车管所每天4至5场的安全文明警
示教育，老侯还会到学校、机关单位进行主
题宣讲。每场下来都有很多人主动来加微
信，两个月就能收到 6000 余条好友申请。
“来找我问问题的人太多啦，我都忙不过来
了！”老侯故作抱怨地调侃，“嘿，特别是你们
这些年轻人，就喜欢来找我探讨人生！” 
  一个平凡的岗位，一份普通的工作，老
侯做得自得其乐，沉醉其中。一个礼拜至少
两到三次，他会选择走路上班，其间会使出
“独门秘技”——— 踢正步。没人的时候开始
踢，身姿挺拔，步履铿锵。一路下来走到单
位，脚后跟常被磨破，但老侯觉得状态好极
了。“带着积极正面的情绪与老百姓交往，
主动有所作为、去服务，再从老百姓的反馈
中收获更多的幸福快乐，这个岗位会是让人
成长的一个美丽家园。”老侯说。
  “我现在五十多岁了，借这个机会也开
始思考接下来的课该怎么讲，今后的路该怎
么走，如何走得更有味道，走得更坚实。”侯
登安说，“走红也好，出名也罢，我衷心希望
借我这个小人物，不断传播安全与文明，最
终能形成一种‘正能量的核聚变’，影响到
更多的人，辐射到更多的家庭，给他们带去
平安幸福。”

  □ 本报记者 田可新
    本报实习生 赵灿 贾富康

  近日，济南市车管所的“侯式”安
全教育课火了，“平安是回家最近的
路”“太阳在选择中上升，流星在选择
中 下 沉 ” “ a  p a i r  o f  i n v i s i b l e
wings ”……短短40 分钟的课上，他以
脱口秀的形式授课，博得学员阵阵掌声
与欢笑。
  这堂课的主讲人侯登安，现任济南
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三级高级警长，主
要负责科目四考试及安全文明警示教育
等工作。截至目前，在现场听过“侯
式”安全教育课的学员已超过200 万，
济南车管公众号专栏“车管老侯”视频
浏览量也已超过100 万人次。因其讲课
风趣幽默，长相又与《乡村爱情》中的
赵四有几分相似，被学员和网友亲切地
称为“车管所赵四”。日前，记者见到
了这位网红警官。
  “马路是人生的百科全书，需要一
辈子学习。我想告诉大家，驾考拿本，
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从此再出
发，带着安全的理念，奔向幸福的目的
地，这才是最要紧的。能把人们心里的
这盏灯点亮，我这堂课就成功了。”侯
登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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