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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陈成成

下月起，儿童安全座椅产品实施强制性3C认证

你会在车上给孩子安装安全座椅吗？

私家车越来越普及，儿童乘车的安全问题也愈加受到家长关注。目前儿童乘车最安全的方式就是

使用安全座椅。据了解，从9月1日起，儿童安全座椅未经“CCC”认证不得销售。我市家长对于儿童安

全座椅怎么看？使用率如何呢？

明日上午10时至11时，

市人民医院院长卢学勉接听

局长在线，市民可以就医务

人员服务态度、医风医德建

设、就医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等，提出看法和建议。

参与方式：节目直播热

线 电 话 ： 65834411、

65834422；微信平台：搜索

公众号“瑞安电台”，添加关

注，节目中随时提问；网络参

与：登录瑞安广电网、云江论

坛点击《阳光行动·局长在

线》专栏留言，也可以通过新

浪微博“@瑞安日报-报料

王”、“@清廉瑞安”等方式参

与互动。

（通讯员 王晓妘 记者 欧苗苗）

市人民医院院长卢学勉
明日接听局长在线

本报讯（记者 项乐茹）

“谢谢你们的帮助，我一定好

好学习完成学业。”昨天上午，

壹元爱心慈善义工服务队来

到马屿镇顺泰社区汤岙村，和

当地贫困学生杨文龙助学结

对，承诺捐助他两年的大学学

杂费共计17200元，并送上了

牛奶、食用油等生活用品。

今年 19 岁的杨文龙毕

业于瑞安市技工学校，7 月

收到了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

院汽车与机械工程学院的录

取通知书。他本应在 9 月跨

入大学校园，但 8 月份家中

唯一的经济来源、父亲杨钟

平因患淋巴瘤晚期不幸辞

世，母亲王俊梅没有正式工

作，家里完全没有收入来源。

据了解，7 月份毕业后，

孝顺的杨文龙就去飞云的一

家工厂打工一个月，赚来的

钱全部给父亲买了水床垫、

轮椅、拐杖等物品，让病痛中

的父亲舒服一些。他还准备

放弃读书去当兵，并在 8 月

12 日上午收到了兵检的通

知。然而，当天下午父亲因

病去世，让他再次改变想法，

打算出去找工作，早点挣钱

照顾母亲。

上周五，壹元爱心慈善

义工队负责人诸葛泽烜得知

杨文龙的情况后，号召大家一

起伸出援手。短短几小时，爱

心人士筹集了9700元善款，

其中爱心人士金海华、金莲

霞、诸葛建春各自捐了 2000

元。“我们这个群就是爱心群，

发的红包都用作爱心基金，号

召大家每天至少捐1元钱，帮

助一些弱势群体。”诸葛泽烜

说，该爱心群成立两个月来，

目前有成员119人，并已发起

多起捐助活动。

当天，在杨文龙家中，壹

元爱心慈善义工服务队和杨

文龙签署了助学结对证书，

两年的学杂费将通过市慈善

总会给他发放助学款。义工

们还利用自身资源，帮助王

俊梅找工作。杨文龙说，很

感谢社会爱心人士对他家的

帮助，他一定会好好完成学

业，并且也想加入义工队伍，

用自己的行动回报社会。

本周六，市图书馆有公益

演出话剧《逃离疯人院》（改

编自《我不是李白》）。演出

时间：8月29日14:30；演出地

点：市图书馆一楼多功能厅；

参与方式：电话预约取票或

直接来馆取票，凭票入场；订

票时间：8月25日；订票电话：

0577-58901055（拨打电话时

间：上午 8:30 至 11:20，下午

14:30至17:00）；领票地点：市

图书馆四楼综合办（数量有限，

订完即止，8月28日前到馆领

票，过期作废）。（通讯员王芳）

周六，瑞图有公益演出
话剧《逃离疯人院》

昨天上午，万松东路市府广

场路段，一位女士在路边停下车

子，打开车门后，记者注意到，副

驾驶座上坐着一个孩子，约摸五

六岁。

“孩子坐在副驾驶座上，不

怕危险吗？”记者问。这位女士

回答：“我又没上高速公路，孩子

坐在副驾驶座怎么了？我们一

向都是这么坐的。”

记者做了一个小调查，发现不

少家长不愿安装儿童安全座椅的

主要原因归结于“孩子不愿坐”；还

有些家长则认为没有必要，“孩子

抱在手上最安全，而且坐累了还可

以改变姿势，比坐在安全座椅上舒

服多了”。

据了解，儿童安全座椅的安

装相对麻烦，有正向和反向两种

安装方式，不同的车型安装方式

略有差异。而大部分私家车，全

家出行的机会大多在周末、节假

日，工作日期间，私家车多用于

上班、办事，车内带着儿童安全

座椅，确有不便，反复装卸也挺

麻烦，于是干脆就不安装了。

大多数接受采访的家长认

为，车里有孩子时，车速会比平

时慢很多。“你想啊，我带着老婆

孩子，能开快吗？开得慢，危险

系数就小了，安全座椅用不着。”

接受采访的一名家长这样表示。

记者了解到，目前市场上稍

微过得去的儿童安全座椅，价格

都在 500 元以上，而带有 3C 标

识的儿童安全座椅起码得 1000

元以上，进口产品则多在 3000

元以上。而随着孩子成长，不同

的身高需要不同的儿童安全座

椅，这种更替也是一种支出，而

这也是家长们不愿投资的原因

之一。

不愿坐、没必要、太麻烦，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不高

强制性产品认证，又称CCC

认证，是依照法律法规实施的一种

产品评价制度。它要求产品必须

符合国家标准和相关技术规范后

方可生产、进口或销售。

前昨两天，记者走访了市区几

家母婴用品店发现，只有面积比较

大的母婴用品店里会放置为数不

多的儿童安全座椅。据虹桥路一

家母婴用品店店员介绍，店里的儿

童安全座椅多是进口货，原产地有

德国也有英国。记者查找了一下，

儿童安全座椅上有“中国玩具和婴

童用品协会 安全承诺品牌”、“通

过欧标认证”等标志，但不见3C认

证标志。店员说，3C认证具体是

什么概念，她不清楚。记者把座椅

翻了过来，在底部发现了3C认证

标志。店员这才恍然大悟，说，来

购买的家长都会仔细了解座椅的

产地、使用方法、材质等，但没人会

问3C认证标志。

据了解，比较讲究的年轻家长

会为孩子购置儿童安全座椅，相比

起实体店，他们更愿意上网去淘。

记者在淘宝网输入“儿童安全座

椅”，搜到了8.39万件产品，其中以

1000 至 3000 元价位的卖得最

好。一款售价为1499元的某品牌

儿童安全座椅30天卖出500多件。

安装儿童安全座椅，消费者对3C了解甚少

据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我

国每年有将近两万名 14 岁以下

儿童死于交通事故，其中，很大

一部分原因是缺少必要的安全

保护措施。另据公安部道路交

通安全研究中心调查结果显示，

当前我国儿童安全座椅平均使

用率为11.5%。

据市交警大队莘塍中队队

长施昌国介绍，目前交警在例行

检查中，如果发现车上有儿童乘

客，但车上没有安装儿童安全座

椅的，一般都会教育和提示车

主，但不会处罚，“不系安全带，

交法有明确规定，有处罚依据，

但是儿童有没有坐安全座椅，没

有规定。”施昌国说，出于安全考

虑，交警发现家长抱着孩子坐

车，会出言提醒。

施昌国认为，不同年龄的孩

子使用怎样的安全座椅，都是有

讲究的。“孩子是家庭的未来，从

安全角度讲，给孩子装一个安全

座椅非常有必要。”施昌国说。

据了解，目前，世界上超过

50 个国家和地区出台了相关法

规，强制儿童乘车必须使用汽车

儿童安全座椅。美国田纳西州

1978 年通过安全座椅法后，安

全 座 椅 使 用 率 从 8% 提 高 到

30%，儿童乘客死亡率下降一

半；日本 2000 年制定新的道路

交通法后，儿童安全座椅普及率

从12%上升到60%，儿童发生交

通事故死亡率下降为原来的五

分之一。

交警：建议家长安装儿童安全座椅

1.将孩子抱在怀里
儿童被家长抱在怀里坐在副

驾驶座上，如果遇到巨大的冲击力

时，孩子会脱手而出。这个力有多

大呢？据交警介绍，以80公里/小

时的速度驾车时，突然制动下，15

公斤重量的冲击力大约有600至

800公斤，哪一位母亲有如此的臂

力可以抱住孩子呢？

同时，怀里抱着孩子，大人、孩

子都无法系安全带，坐在副驾驶座

时，一旦发生碰撞，惯性会导致孩

子的头部向前猛冲，儿童的头部高

度刚好和汽车的气囊位置重合，巨

大的冲击力会直接拍在儿童的头

部，导致其颈椎瞬时后仰从而发生

致命事故。

2.给儿童系成人安全带
据交警介绍，大部分不满14

周岁的儿童，身高和体重都不满足

成人安全带所保护的范围。个头

较小的儿童，安全带斜跨过的位置

刚好是颈部，一旦发生意外，车辆

突然制动，会引发儿童窒息，甚至

颈部折断。

3.安全座椅根据需要随意移

动
由于车内空间较大，儿童坐在

任何一个位置都会“坐不满”，个别

家长购置了儿童安全座椅，认为拆

装复杂，只是简单地把座椅放在副

驾驶或后排座，根据需要随意移

动。安全座椅发挥作用的最主要

的地方在于固定性，一个移动的座

椅，哪还有安全性？

针对有家长反映，孩子对安全

座椅不认可，哭闹扭动，交警建议，

要让孩子从小习惯，毕竟安全是第

一位的。

[相关链接] 儿童坐车的3种错误方式

日前，市第六中学 20 多

名学生走进马屿消防中队，

学习消防知识，提高消防安

全意识。

空气呼吸器、绝缘剪、液

压破拆器、无齿锯……这些课

堂上没有接触过的消防“十八

般武器”一一呈现在学生们的

面前。为了更形象直观学习消

防知识，学生们还试穿了“黄金

战甲”，观摩消防官兵开展的拉

挂连爬操和一人两带操，并体

验了攀爬6米拉梯等。

（记者金邦寅通讯员沈玉刚）

市六中学生走进马屿消防中队

贫困学子因家中变故欲放弃学业

“壹元爱心”伸援手
捐助两年学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