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1年6月22日10时许， 83路公交司
机李艳彬在离德胜门西站几米远处感到
一阵眩晕， 随即放缓车速 ， 将车稳稳停
靠在德胜门公交车站附近 ， 迅速摘挡 、
拉手刹、 打开前车门。 后120急救车将他
送到附近二炮医院抢救 。 经医生检查发
现， 李师傅是脑干部位的脑出血导致了
昏迷。 7月4日， 李师傅离世。

2006年2月22日中午12时许， 一辆由
南向北行驶在京开高速上的957快支公交
车， 行至玉泉营桥时 ， 司机曹师傅突发
心脏病， 但仍将汽车减速 ， 停在路边后
失去意识。 售票员发现后施药急救， 120
赶到后将司机送往医院 ， 但经抢救无效
病亡。 事故未造成车上乘客受伤及交通
堵塞。

【事发】

提要： 对于今年40岁的北京941快公交车驾驶员杨勇而言， 生命永远定格
在了5月18日7时47分。 在此前短短的60秒内， 正驾车通过路口的他突发心脏
病， 在生死一瞬， 杨勇不顾达到生理极限的剧痛， 仍牢牢地抓住方向盘， 直
到将车停靠到路边安全位置， 才倒在了方向盘上。 是什么让他在生死关头做
出这样的生命抉择？ 我们试图在这60秒中寻找答案。

5月18日7时46分。 北京市941快 (6879号) 公交车行进至靛厂锦园路段交
叉口， 驾驶员杨勇心脏病突发， 就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 他踩下了刹车， 将
车停靠到交叉口的安全位置， 用右手拧下车钥匙， 身体倒在了方向盘上。

整个过程仅仅60秒， 却记录了一个普通司机在瞬间迸发出的巨大的力量；
也正是这60秒， 一车乘客无人受伤， 但驾驶员杨勇最终却没有抢救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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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白莹

公公交交驾驾驶驶员员杨杨勇勇
生生命命中中最最后后的的

5月19日中午， 杨师傅已离去28个小
时。 记者在北京西站南广场941快公交车
的起点处， 一位师傅正在车上休息。 作为
公交司机， 他们每天要开完全程的两圈，
开车时间大概6个小时， 中间在起点和终
点位置分别能休息半小时， 杨勇当天上的
是早班。

“他人特别好， 前天我们还在一起开
玩笑， 谁知道昨天就突然走了。” 另一班
车的乘务员说着， 眼圈红了。

八方达公司工会已到杨勇家中慰问，

平日一起工作的同事也在心里默默为杨勇
祝福， “祝他一路走好。”

而在家人和同事眼里， 杨勇的身体
一直很好。 “公司每年都安排体检， 没有
查出他有什么毛病。 公司电话打来说他出
事了， 我还不相信， 以为出车祸了。” 杨
勇的姐夫说。

杨勇今年40岁， 家里还有两位老人，
孩子刚上初中。 “真不知道家里怎么过。”
杨勇的姐夫叹息道。 杨勇的姐姐也在一旁
泣不成声。

秒秒

事发当天正值周一早高峰， 杨勇开着
的941快车载着20多位乘客， 和往常一样，
从门头沟中门寺生态园出发， 开往北京西
站南广场方向。

据同车乘务员说 ， 车辆在行驶过程
中， 一直非常平稳， 没有任何异常。 但在
经过靛厂锦园路段交叉口时， 她发现杨师
傅 “有些不对劲”。 “杨师傅的身体摇晃
了两下， 接着就往前倾斜 。” 乘务员说 ，
她和杨勇走班多年， 杨勇开车很认真， 像
这种身体大幅度晃动的情况， 她还是头一
次发现。

正在乘务员疑惑时， 红灯变绿， 车开
始起步。 车突然猛地震了一下， 像是在换
挡似的。 乘务员一边喊着 “杨师傅” 一边
向车头跑去。 “杨师傅像是没有了意识，
身体有些晃动， 头部向外侧歪倒着， 但他
的手却紧紧握着方向盘。 此时车速已经很
慢， 并向交叉路口的安全位置停靠。” 乘
务员说。 待车辆慢慢停稳后， 杨师傅吃力
地用右手拔下车钥匙， 身体缓缓趴在方向

盘上， 一动不动了。
对当时情形记忆深刻的还有乘客孔先

生， 由于自己坐在车尾， 对车子震动的感
觉比较清楚， “这一声震动， 惊得全车乘
客都站了起来”。

孔先生回忆， 车停下来后， 当时听见
一女士喊道 ， “司机发病了 ， 赶紧救救
他。” 于是自己跑到车头， 发现司机大哥
脸色苍白 ， 额上有密密的汗珠 ， 双眼紧
闭。

让孔先生和其他乘客感动的是， 司机
发病后， 仍忍痛将车停到了水衙沟路与岳
各庄东路交叉口的安全位置， 才松开方向
盘。

“车缓慢滑行了一小段距离， 我们跑
过去看的时候 ， 已稳稳地停在了路灯下
面， 如果司机没坚持住， 导致汽车失控，
后果真的不堪设想。 司机大哥能在病发时
把公交车停稳， 保证乘客安全的职业精神
让我很震撼。” 孔先生言语中充满敬佩 、
感激之情。

休克前一脚刹车保乘客安全

突如其来的变故 ， 让一车人都吓呆
了。 不过， 片刻镇定后， 乘客纷纷加入了
救人的行列中 。 同车乘务员介绍 ， 事发
后 ， 车上多位乘客自发将司机抬下车抢
救。 车上一名女乘客是护士， 一直在给司
机做心肺复苏。 “在这名护士指导下， 大
家帮忙轮流按压胸口 ， 还进行了人工呼
吸。”

参与为杨师傅做心脏复苏的孔先生
说： “其间司机两次出现过自主呼吸， 但
随后又没了。”

乘务员和其他乘客第一时间拨打120
急救电话。

120将杨师傅送到301医院。 医院一名

护士称， 虽然之前有人给患者做了心脏复
苏和心脏按压， 但患者被送来时， 已经整
体没有意识， 后进行了抢救， 但没有挽回
生命。 “10时50分， 宣布患者死亡。 我们
初步判断死亡原因是急性心肌梗死， 但还
要根据尸检报告， 来进行准确判断。”

事发时 ， 乘务员立即与车队取得联
系， 车队领导立即分头赶往现场和医院。
在车队的要求下， 抢救时间从30分钟被延
长到1小时。 直到没有任何生命迹象， 单
位才不得不放弃抢救。

“他是我们北京的 ‘最美司机’！” 得
知不幸的消息后， 跟随救护车来到医院的
乘客说。

【乘客】

下意识动作背后是职业责任、 善良品质

【故事】

“他是我们北京的‘最美司机’！”

关于事发后60秒发生的一连串动作，
记者请教了有着10多年公交驾龄的老司机刘
师傅。

刘师傅说， 行车途中， 假如驾驶员遇
到身体不适， 不能再继续驾驶， 合理的应急
措施， 应该是先踩刹车放慢车速， 同时打转
向灯， 看右侧没来车时， 将车停向路边；
停好车后， 将挡位挂至空挡， 拉上手刹。

刘师傅说， 杨勇从身体感觉不适到倒
下昏迷不醒， 过程太短太突然， 以杨勇这
么多年的驾驶经验来讲， 遇到这种情况，

他已经尽力了， 称得上是恪尽职守。
“在这么危急、 短促的情况下， 能有

这样的行为， 没有相当的职业责任、 善良
品质是做不到的。” 刘师傅说。

2003年10月1日， 杨勇成为了北京八
方达公司公交车驾驶员， 驾驶941快， 至
今已有12年， 完成17000多趟、 37万多安
全公里的运营。

近三年来， 杨师傅未发生有影响的事
故、 投诉建议及违章， 平时表现良好， 每
月按时参加业务工作会。

【亲友】

无法相信他已离去

【专家】

应该对公交司机增加性情管理服务
虽说 ， 杨勇在生命之火熄灭前 ， 用

人生最后一脚刹车保护了一车乘客 ， 让
无数人动容， 也用行动证明了什么是英
雄。 但是， 此事亦可给我们带来另外一
番思考。

北京市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维权科
工作人员安慧敏说 ， 公交司机的幸福指
数从某种程度上代表了这个城市的幸福
指数。

公交司机一直面临着身体和心理的双
重压力———长时间的驾驶给他们的带来
关节炎、 胃病、 前列腺病等职业性伤害；
而工作压力缺乏发泄渠道 ， 经常受到乘
客刁难， 无力改变生存状况等因素容易
引发司机心理抑郁。

公交司机需要从职业服务的角度增

加性情管理和精细管理 ， 提升司机的幸
福指数。

安慧敏认为 ， 所谓的人性化管理并
不是靠简单的慰问 、 发几条毛巾和几包
人丹能实现的。 公交驾驶员不同于一般
乘务员， 他掌控着乘客的生命 ， 关系到
公共安全。

如何针对驾驶员特殊的岗位采取合理
的绩效考核制度 ， 建立完善的薪酬体系
和给予有针对性的健康关爱至关重要。

安慧敏建议 ， 从安全行车和提高市
民出行安全角度考虑 ， 应该制定公交司
机、 其他轨道交通司机包括心理健康在
内的行业健康标准 ， 定期对其进行健康
检查 （包括体能、 心理测试）， 对健康未
达标的司机要及时调整工作岗位。

【链接】

图为乘客们自发抢救杨勇现场。 （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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