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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疑

带上一个大容量水杯，穿上一套板正的制服，再按照设置好的公交路线
行驶，这是大多数人印象中的公交司机的日常。无锡公交集团888路公交
司机蒋毅却有着不一样的经历，他的驾驶生涯既有平淡的日复一日，更体验
过生命线“摆渡人”的紧急时刻，手握不同方向盘的从容与紧迫，奏响自己独
特的“二重奏”。

头盔“新国标”7月1日起实施

骑电动车戴旧头盔会被罚吗？

7月1日起，《摩托车、电动
自 行 车 乘 员 头 盔》（GB811-
2022）国家标准（下称“新国标”）
将正式实施。新国标做出了哪
些调整？骑乘人员如果佩戴旧
头盔是否会被处罚？对此，记者
进行了走访调查。

在惠山区堰裕路的一家欧
派电动车门店里，架子上摆放着
数十个头盔，颜色款式多样。当
记者询问是否有新国标头盔时，
店家回复称:“这些都是新国标
的，你看这里，都有3C认证标
志。旧的我们都不卖了。”记者
看到，在这些头盔的说明书中，
均标有产品名称、产品种类、厂
名厂址、合格标志、建议使用年
限为两年等信息。

据了解，新国标增加了电动
自行车安全头盔领域的相关标
准，其中对不同季节的使用需
求、固定装置稳定性、佩戴装置
强度、吸收碰撞能量、耐穿透、
护目镜等方面都进行了严格规
定。“最大的改变就是安全性更
好了，硬度更高更耐撞，清晰度
也更好，以前的头盔很容易就
碎了，护目镜薄薄一片，出了事
故容易扎到自己。”正如店家的
介绍，记者发现头盔护目镜的
保护膜上写有“高清PC镜片，清

晰度≥85%”等字样。
在不远处的一家雅迪电动

车门店内，正巧有顾客前来选购
头盔，“在抖音看到说7月1日要
施行新国标了，对头盔有要求，
就来买个新的。”店主杨女士告
诉记者，最近几天，类似需求的
顾客有不少，大家从各个渠道了
解到这个事情，到店就指明要购
买“新国标的头盔”。

据了解，老式头盔更便宜
些，在20-30元左右，新国标头
盔价格在60-200元不等。“现在
卖得比较多的是夏季款，也就是
1/2半盔，价格会稍微便宜点，88
元、98元这两种买的人比较多，
全包裹的全盔要一百多元。”新
国标细化了产品规格，结合中国
人的头部形状特征，将头盔尺寸
规格由3类增加至5类，兼顾了
儿童和成人的佩戴要求，在头盔
形状上提出了全盔、3/4盔、1/2
半盔三种类型，适应了不同季节
的使用需求，提升佩戴的舒适
性。

“主要是成本增加了，所以
价格也上涨了。”杨女士表示，新
版头盔的材料确实比较坚硬，还
具有缓冲层、衬垫和一定厚度的
护目镜，安全性比之前提升不
少。

既有车速40码的“平淡日常”
也有与时间抢跑的“紧急时刻”

公交司机的“二重奏”

变身生命线“摆渡人”

日复一日的“小欢喜”

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提醒，
购买头盔要从正规途径购买。
选购头盔时要查看是否有规范
的中文标识，包括厂名厂址、产
品名称、合格标志等，不要购买

“三无”头盔；还要查看产品是否
标有CCC标志。

此外，新国标还修改了头盔
的种类，按适用对象分为A类
盔、B类盔两类。因为用途不
同，消费者在选购头盔时一定要
注意区别，如果是驾乘摩托车要
选择A类盔；B类盔适用于电动
自行车驾乘人员。

记者了解到，市交警部门会
继续依法查处摩托车、电动自行
车骑乘人员未佩戴安全头盔的违
法行为，也会检查大家是否正确
佩戴头盔、头盔是否符合规范，如
发现骑乘人员佩戴的头盔不符合
国家标准的，会提醒并建议市民
选用新国标头盔，暂不作处罚。

此外，交警部门近期会联合
市场监管部门，按照新国标对头
盔制售点进行检查，加大执法力
度，严厉打击生产、销售假冒伪
劣头盔等违法行为，切实维护消
费者合法权益，保障人民群众生
命安全。

（晚报记者 吴雨琪/文、摄）

该如何正确选择头盔？

旧头盔能否继续佩戴？

在完成使命后，蒋毅回归了自己
的“慢节奏”生活，并在日复一日的驾
驶工作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小欢喜”。

在等红绿灯时，蒋毅观察着路边
的树木，看它抽枝、吐芽、生长，直到
慢慢枯黄。“今天路过这棵树的时候
我看到它有了几片新叶，明天快到树
跟前，我就会想着它会不会再吐出几
个嫩芽。如果看到了，我心里就会蛮
开心的。”每天行驶在路上，四季的变
化和沿途的景色蒋毅尽收眼底，生活
的触角细微而敏感。三月份粉色樱
花满城，驶过这条道，可能下个路口
就是一路繁花相送。到了秋天，湖滨
路上飘着桂花香，蒋毅把车窗打开，
金桂的芬芳夹杂在凉爽的风中扑面
而来……这些不经意的瞬间，给仅有
1.2平方米的驾驶室带来了欢喜。

看着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蒋毅
心里倍感欣慰。1997年，他正式开启
司机生涯，驾驶的第一条线路是211
路，从溪南新村到无锡火车站。那个

时候，公交车上只有一个风扇，汽车发
动机就在旁边，到了夏天，热浪裹挟全
身。“夏天我们脖子上都挂一条毛巾，
汗滴下来了就赶紧擦擦，最热的时候，
毛巾都能拧下水来。”到了2001年，公
交车开始装上空调，车辆逐渐从小中
巴变成双层巴士，从燃油车变为电动
车。无锡的马路越来越宽阔，从当初
的土路变成了水泥路、柏油路。路修到
哪里，公交也通向哪里。曾经的平地上
高楼拔起、人潮奔涌，而公交也从原来
单一的运输工具，逐渐被赋予了旅游观
光、延伸城市空间等更多功能。“能亲
眼看到无锡这么多年的变化，作为公
交司机，我感觉还挺骄傲的。”蒋毅表
示。 （陈婧怡/文 李霖/摄）

去年12月那波疫情，需要紧急送
往医院治疗的患者增多，出现了救护
车司机短缺的难题。无锡公交集团
接到市急救中心需要支援的通知后，
挑选了十名经验丰富、责任心强的党
员驾驶员，仅5个小时不到就组建了
首支公交司机支援突击队，蒋毅正是
其中一员。蒋毅说，当时他正在家烧
晚饭，听说要去支援120急救车转运
时，自己根本没有思考，第一时间就
同意了，“接下这个任务是义不容辞
的。”

虽然他事先预想到了工作的困
难，但真正做起来，压力却超出了他的
想象。“急救司机是‘复合型工作’，不
仅开车要稳，更得学会基本的急救知
识，还要有好的体力，能把病人从楼上
抬下来。”那段时间，蒋毅晚上5点上

班，第二天早上7点45分下班，几乎
把整个无锡城跑遍了。“有一次，我和
急救医生、担架工从7楼抬一名160
斤的老人下楼，老人有疾病不能平
躺，我们就找了靠背椅，把她固定在
上面，沿着楼梯慢慢抬下去。”蒋毅
说，昼夜交织的急救工作，虽然辛苦，
却也让他对生命有了更深的感触。

“从接到急救电话，心就提到了
嗓子眼，直到把病人送进医院才能长
舒一口气。开了20多年车，那一个月
是我最提心吊胆的。”当生命的责任
压在肩头，蒋毅打起十二分精神，“公
交的行驶速度是比较缓慢的，限速40
码，沿着固定的线路走走停停。但是
急救工作完全不一样，节奏非常快，
耽误几分钟都有可能影响病人的救
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