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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暑期野泳
溺亡悲剧频现
业内人士呼吁加固筑牢水域安全网

□ 本报记者   赵 丽

□ 本报见习记者 孙天骄

  “4个男孩都溺亡了，家属的哭声响彻整个

山林。”

  江西某蓝天救援队队长老杨至今对一起青

少年溺亡事故记忆犹新。那年暑假，同校几名小

学生结伴去远离市区的水库旁玩耍，其中一人

在水库边洗手时不小心滑了下去，其他3人赶紧

去拉他，没拉住，4人全部掉进水里。老杨等人接

报后赶到现场已经接近深夜12点，爱莫能助，徒

留伤悲。

  青少年暑期溺亡的悲剧近年来频频上演。

《法治日报》记者根据公开报道统计发现，仅今

年6月至今，青少年溺亡事件便多达数十起。

  中国疾控中心2021年公布的数据显示，溺

水是造成中小学生意外死亡的第一杀手。每年

青少年溺亡发生地，80%以上是在野外开放性

水域。

  多位接受记者采访的业内人士分析称，这

些水域通常一米以下水温偏低，人在水里容易

抽筋失去控制，此外水底的水草、垃圾袋、绳子

和树枝等都是“隐形杀手”，人一旦被缠住就难

以脱身导致溺亡。建议加快构建全方位、多角度

的防溺水机制，合力筑牢水域“安全网”。

野泳暗藏风险

溺亡事故频发

  7月7日，甘肃省甘南州合作市城区发生一

起儿童溺水事故，有5人经抢救已无生命体征；7

月4日，江苏省泰州市数名少年在江边嬉水，两

人溺水失联；7月3日，江西省南昌市一名10岁男

孩落水，不幸溺亡……

  短短一周内，多地发生数起青少年溺水、溺

亡事件，令人痛心。

  值得注意的是，记者梳理发现，这些溺亡事

件多数发生在野外开放性水域，有的甚至发生

在明确禁止游泳的水域。

  山西蓝天救援队搜救组组长苏少君今年已

参与两起溺水救援行动，均为青少年在禁止游

泳的水域游泳导致溺亡。在他看来，一些青少年

“初生牛犊不怕虎”，对自己的游泳水平盲目自

信，即使家长反复叮嘱要注意安全，出于逆反心

理，也要与家长对着干；此外，对不明水域的风

险程度缺乏认知，将其等同于游泳馆的静水，下

水后遇到意外情况时就慌了神，增加了溺亡

风险。

  山西蓝天救援队水域救援组副组长孙敏杰

参加过数百起水域救援行动。据他介绍，如果发

生溺水，一般等救援人员赶到现场时，95%的溺

水者已经失去生命体征，很少有幸存者，“溺水

者活着的概率非常小”。

  “普通人在水里超过10分钟基本上就会失

去意识，而落水点常常发生在郊区的一些不知

名河流湖泊，救援人员赶到现场需要一定时间。

幸运的情况下，溺水5分钟之内被成功救起，但

依然有70%的概率造成不可逆的脑损伤。”山西

省太原市消防救援支队滨河路消防救援站队长

王岳告诉记者，他所在队伍仅有两次成功将溺

水者救上岸，还是因为他们恰好在附近水域演

练，有人报警后才及时将人救回。

  多名受访的业内人士介绍，在不明水域中

游泳，还可能遇到漩涡，需要高超的游泳技术才

能挣脱，但大多数野泳的青少年并没有经过专

业培训。此外，缺乏管控的水域岸边土壤情况复

杂，大量行人经过形成松软的沙坑，稍不注意就

容易跌入水中，而野外水域一米以下的水温偏

低，容易导致溺水者抽筋，失去对身体的控制。

并且野外水域水底情况不明，水草、垃圾袋、绳

子和树枝等都是“隐形杀手”，溺水者一旦被缠

住就很难挣脱。

  苏少君对一场救援印象深刻。一所小学班

级组织学生和家长到水库边参加篝火晚会，其

间足球掉入水库，一名学生下水去捡，但所处

位置正好是水库大坝，山上的水库正在放水，

水流速度极快，该学生一下水便立刻被冲走，

水底的泥沙、水草等杂物将其缠住，无法浮出

水面。救援人员使用声呐在水下探测，但声呐

在探测时遇到水草等杂物时只显示杂物的画

面，搜救难度极大。最终在第8天才将遇难学生

打捞上岸。

多举措防溺水

警惕治理盲点

  溺水的危险性和极低的存活率使得防范野

泳和私自下水至关重要。近年来，各地为防范暑

期溺水问题，不仅设置警示牌、加大宣传和巡逻

监管力度，还陆续出台了预警奖励制度。

  如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对多年以来全区

发生溺水事件的水域数据进行整理，建立了广

西中小学生溺水风险点数据库，形成广西中小

学生溺水风险点警示图，向社会公布。

  四川省眉山市教体局出台“私自下水预警

奖励”制度，经查证属实的，给予第一预警人100

元话费充值卡奖励。对预警中查证属实的涉事

中小学生，一律取消评优选先资格，并纳入中小

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档案。

  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学院教授、治安

应急警务教研室主任寇丽平看来，多地将防范

溺水与奖惩挂钩，最大的意义在于通过奖励动

员全社会参与到防范青少年溺水事件中来，形

成全社会共同防范青少年溺水的大环境，加大

对青少年安全社会层面的监管力度，织密社会

防控网。

  “对青少年的防溺水教育也在与时俱进。”

苏少君说，从前多是一味地提醒大家注意预防，

不要去水边不要野泳，如今还加入了呼救、施救

相关知识的教育培训。此外，还针对青少年特意

补充了一项内容，即遇到同伴落水的情况，不要

慌乱也不要害怕，把风险降低到可控范围之内，

及时报警，不要因担心被苛责跑回家，错过救援

时机。

  不过，在多措并举加强防范的同时，救援人

员和专家也关注到青少年防溺水治理的盲点。

  苏少君举例说，当水域又宽又长时，即使增

加管理人员，也无法杜绝在禁游水域游泳的现

象，管理人员只能劝诫，没有权利强行制止或驱

逐。而一些偏远水域只是竖起警示牌，起不到强

效的约束作用。很多学校也不具备游泳技能培

训的能力。

  此外，他还关注到，家长监管作为预防儿

童溺水的关键一环也常常“掉链子”，家长时常

叮嘱的“注意安全”与儿童所能理解接纳的“注

意安全”存在一定的差距，口头上简单叮嘱其

实很难让儿童完全意识到危险到底存在于

哪里。

  寇丽平也指出，目前青少年安全教育水平

总体较弱，学校、社会、家庭没有形成有效的、直

观的宣传教育体系，很多安全教育流于表面，流

于形式。另外，缺少安全的亲水环境和避暑条

件，缺少能够吸引青少年的暑期娱乐活动，也使

得不少青少年选择野泳而出事。

堵疏紧密结合

防止溺亡发生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构建全方位、多角度的

防溺水机制？

  在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会员、北京

市律师协会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专业委员会主

任陈猛看来，防范青少年溺水，既要靠“堵”，也

要靠“疏”。“疏”，应当以引发溺水事件的原因作

为着力点，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管理责

任缺失以及政府行政规划对沿江、河、海经济欠

发达地区安全水域建设的欠重视四个方面采取

相应措施。

  “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增

强监护人的法律职责，提高户外安全保护意识。

学校的安全教育课不能流于形式，应配备专业

的游泳教练，给学生传授生命安全救助知识和

游泳技能。”陈猛说。

  陈猛还提到，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

协助政府有关部门监督未成年人委托照护情

况，发现被委托人缺乏照护能力、怠于履行照护

职责等情况，应当及时向政府有关部门报告，并

告知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帮助、督

促被委托人履行照护职责。同时，各级人民政府

应当创造条件，建立和改善适合未成年人文化

生活需要的活动场所和设施。

  寇丽平建议建立系统的青少年安全教育体

系，对青少年可能面临的风险进行科学评估，出

台未成年人安全教育标准，探索符合青少年心

理行为特点的安全教育方式。推进家庭、学校、

社会多元互动的青少年暑期规划，做到暑假有

安排，安全不放松。

  针对水域的防护措施，寇丽平认为，主要是

用物防的方式阻止青少年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

下水，或由于近水玩耍而滑落水中，如设置隔离

栏杆、缓冲带、警示标志等。也可通过人员巡视、

无人机巡逻等方式对水域进行全覆盖防控，实

时监测，动态预警，第一时间阻止青少年进入

水域。

  倘若意外确实发生，不慎落水或游泳时溺

水，王岳说，首先要努力保持冷静，尽量使自己

的面部朝上；双手和手臂不要向头顶伸，因为两

个手臂朝上更容易造成身体往下坠落，放在身

体两侧即可。保持稳定的呼吸频率，浅呼深吸，

这样可以增大自己的浮力，等待救援。

  “要告诉未成年人，发现同伴落水千万不要

自己组织救援，因为他们不具备救援能力，也不

要采取手拉手的救援方式，这种阶梯式的救援

方式一旦失败，很容易导致大家都掉下去，要第

一时间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及时报警。”王

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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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丁国锋 罗莎莎 

□ 本报通讯员 曹海峰

  “公安在河边设置的这根救援竹竿关键时刻真能

救命。”7月9日，江苏海安一名八旬老人在该市滨海新

区五凌村长角河与中凌河交界处不慎落水，危急时刻

附近群众赶到现场用警方设置的救援竹竿合力营救，

成功将老人拉上岸。

  自7月1日起，海安市公安局全面实施救援竹竿特

别行动，在河道两岸桥梁、闸口、码头等危险区域布设。

一旦有人落水，通过递送救援竹竿进行施救，把溺水者

拉回岸上，同时降低施救者溺水风险，为人身安全多加

了一道保险。

  进入夏季以后，全国各地溺水事件频发，尤其是青

少年溺亡事件不断出现。近年来，海安市公安局持续采

取多种途径进行防溺水安全宣传教育，在接到溺水警

情时不惜代价极力救援挽回溺水者的生命。面对年均

数十起溺水求助类警情，海安警方结合当地实际探索

寻找更为直接有效的救援方法，减少溺水悲剧发生，为

打造公共安全的“救生圈”贡献力量。

溺水频发酿悲剧

黄金时间救援难

  谈起此次全面推广救援竹竿行动，海安市公安局

白甸派出所所长居保华深有感触。2019年6月，一年近七

旬的男子在白甸镇白甸村白南大河不慎落水，处警民

警赶到现场后发现时值梅雨季节，河流水位较高、水流

湍急，因雨水冲刷导致河岸异常湿滑，如直接下水救人

则可能无法攀爬上岸，甚至会发生救援民警体力耗尽

一同溺水的险情。

  处警民警综合研判后迅速在附近找到一条小船，

划至落水人员处将人救起，落水者此时已因呛水晕了

过去，民警立即采取措施抢救，将落水者胸腔中的积水

拍出。“如果当时河边放置了救援竹竿，报警群众完全

可以直接用于施救，提高救助效率。”居保华说。

  “海安地处里下河地区，水网密布，河流、湖泊星罗

棋布，且垂钓爱好者非常多，随着夏季气温升高，野泳、

嬉水等亲水活动明显增多，存在较大的安全风险。”海

安市公安局指挥中心接警科科长花艳向记者介绍道。

  海安警方对近年接报的溺水警情研判分析后发

现，目击者不会游泳、没有救援设施成为阻碍溺水黄金

救援时间内成功施救的“拦路虎”。“实施救援竹竿行动

就是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上了一道保险。”花

艳说。

  参与过多次溺水救援培训活动的海安市先锋应急

救援中心专业救生员吉功友说，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

发季节，一般情况下，溺水者落水后5至10分钟内如果没

有得到有效施救极易引发死亡，而有效施救往往是目

击者会游泳、第一时间入水且懂得正确施救方法。

  “在各个培训场合，我总会反复强调使用工具进行溺

水救援的重要性，建议当发现溺水者时快速寻找身边的

竹竿、绳索等抛掷施救，尤其在对水文环境不熟悉的情

况下更不能轻易下水，以免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吉

功友说，一根毛竹竿在关键时刻就能变成“救命竿”。

铺设竹竿益处多

救援套上救生圈

  7月1日15时，户外温度35℃，海安市公安局李堡派

出所所长许海涛带领4名民警、辅警站在一堆毛竹竿前

认真挑选，并将相关使用提醒标识紧紧裹到竹竿上。当

天，该所完成了辖区北凌河10多公里河道两岸桥梁、闸

口、码头等危险区域的救援竹竿布设工作。

  在救援竹竿布设现场，贴有“溺水救援、请勿占用”

红色警示标识的竹竿异常醒目。根据此次推广设置要

求，竹竿长度必须超过5米，直径3厘米以上，通体笔直，

两端及表面削平，无尖头和毛刺，不会对施救活动造成

二次伤害。

  “溺水总是发生在一瞬间，如果现场没有施救工

具，绝大多数目击者不敢贸然下水营救，往往贻误了最

佳救援时间。”常在北凌河李堡东桥路亚垂钓的市民王

先生非常认可警方设置的救援竹竿。

  因经常在河边钓鱼，王先生对救援竹竿的使用有

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发现溺水者后可以趴在地上向前

递出竹竿进行施救，增加拉力和安全性，防止施救者被

拉入水中。

  “当发现有人落水，目击者没有把握时不能贸然下

水营救，应立即大声呼救或报警，同时寻找救生圈、竹

竿、木板等物体抛掷给溺水者，再想办法将其拖至岸

边。”许海涛提醒道，救上溺水者第一时间要迅速清除

口、鼻中的污泥、杂草及分泌物；保持呼吸道通畅，并拉

出舌头，以避免堵塞呼吸道；将溺水人员举起，使其俯

卧在救护者肩上，腹部紧贴救护者肩部，头脚下垂，以

使呼吸道内积水自然流出。

  “但不要因为控水而耽误进行心肺复苏的时间；进

行口对口人工呼吸及心脏按压；尽快联系急救中心或

送溺水者去医院。”许海涛说，呼吸停止后32秒内是黄

金抢救时间；两分钟后，脑部开始损伤；5分钟后，基本

无法救治，溺水抢救成功的前提是在第一时间采取正

确的急救措施。

  “结合全市水域安全形势和夏季溺水警情实际，参

照其他地区的创新做法，在全市各派出所推广救援竹

竿做法，要求将救援竹竿投放到辖区河塘沟渠等危险

水域，同步张贴警示提醒标志，落实编号管理，日常安

排人员巡视检查，让小小的应急救援竹竿成为生命竿、

连心竿。”海安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孙康介绍说，各派

出所加强水上安全防范主动意识，全力投入此次救援

竹竿设置工作，目前全市已投放竹竿近1万根。

凝心聚力防溺水

多措并举护民安

  一根小小救援竹竿是海安市公安局加强社会治理

创新的一个缩影。警力有限，民力无穷，为全力打赢水

上安全保卫战，海安市公安局各派出所发动专职网格

员、志愿者参与水域安全综合治理，充分发挥相关力量

人熟、水情熟等优势，加强宣传教育、联动巡查等工作，

有效破解了民辅警单一管理、力量不足等难题，探索出

一条防溺水、护民安的新路径，筑牢水域“安全网”。

  7月7日下午，海安市城东镇七星湖社区网格员袁

官军在辖区内七星湖进行安全巡查时发现两名正在湖

边玩耍的小学生，连忙将两人带离湖边。

  袁官军告诉记者，七星湖是海安市郊的唯一大型

水体，水域面积420亩，水深3.5米，湖四周是连墙接栋的

居民小区，孩子们休闲游玩的好去处就是这里。

  为此，海安市公安局城东派出所联合七星湖管委

会和社区网格办，安排专人在水域附近定点定人定时

定责加强巡防守护，动态检查安全设施，排查整改安全

隐患，10名网格员分不同区域，不间断巡逻和检查，时

刻用对讲机保持联系，确保有人落水第一时间实施救

援，对发现损坏的围栏及警示牌，及时上报街道及相关

部门进行维修。

  同时，累计在七星湖水深危险区域放置救援竹竿

18根、救生圈16个，沿湖设置两辆电瓶巡逻车，每辆车上

配备两根6米长的救生绳、两件救生衣、两个救生圈等

救援工具。网格员通过入户走访、微信群宣传等方式，

做好防溺水安全提醒和溺水自救宣传工作，提醒广大

家长加强子女安全监护，在巡查过程中对停留在岸边

玩耍的儿童及家长及时劝离。

  记者获悉，该局还针对全市水域安全形势和特点，

在2021年下半年为所有派出所配齐救援舟艇，将水上救

援实战实训科目纳入对所有承担接处警任务单位的比

武练兵考核。

  此外，海安市公安局治安大队水警部门牵头，以派

出所为作战单元，配齐驻所水警、辅警队伍，建立常态

化水上执法、救援、服务机制；与海安市河长办、交运、

水利、农业农村、预备役民兵建立合作联动机制，定期

开展防汛抗旱、水域救援联合演练，切实提升水上执

法、救援能力，2021年以来联合开展水域演练3次、参与

力量150余人次。

一根毛竹竿关键时刻变身“救命竿”
海安警方探索防溺水护民安新路径

□ 本报记者  邓 君

□ 本报通讯员 谢瑜琳

  “你知道哪些地方容易发生溺水吗？”

  “海边、山塘、水库……”

  “发现有人溺水，我们要怎么做？”

  “大声喊叫周围的人过来帮忙，给溺水人员扔一些

可抓取的漂浮物，然后拨打110……”

  近日，广东省梅州市公安局梅江分局民警走进梅

江区城北镇中心小学，为学生们上了一堂生动实用的

防溺水安全教育课。

  随着气温回升及汛期来临，溺水事故又进入高发、

多发期。梅州市水系发达，水网密布，河湖水库众多，野

外水域状况复杂。针对近年来溺亡事故多发于农村，特

别是水库周边村落的特点，梅州市公安机关精心制作

视频、图文、海报等，依托警、家、校联动机制多种渠道

宣传防溺水安全知识，利用河湖警长制工作平台推动

有关部门加强巡查，并经常举办突发溺水警情的处置

演练，提高广大群众特别是中小学生的安全防范意识，

最大限度减少或避免溺亡事故发生。

  在城北镇中心小学的防溺水安全教育课上，民警

从溺水原因、防溺水措施、发生溺水时如何自救三个方

面，以图文和实例讲解的形式，进行防溺水知识的普

及，并借助预防溺水童谣，向学生们提出了防溺水“六

不”的具体要求，教育学生们不要私自结伴去陌生水域

游泳、玩水，并告诫他们即使有家长陪同游泳也应充分

做好防护措施。

  “目前学生们对防溺水安全存在一些认识上的误

区，比如‘会游泳就不会溺水’‘手拉手可以救助溺水者

上岸’等，这堂防溺水安全教育课及时有效地揭示了这

些误区背后的真相。”城北镇中心小学副校长许乔良

说，城乡接合部的学校，因生源范围较广，区域内的山

塘、水库较多，而学生多为留守儿童，家长对孩子的防

溺水管教工作有所缺失。在家长的安全意识和监管力

度不足的情况下，种种因素导致农村孩子溺水死亡率

是城市孩子的两倍，因此及时有效开展防溺水教育很

有必要。

  依托警、家、校联动机制，梅州公安精心制作防溺

水视频、图文、海报，通过广播电视、微信微博、短视频

平台等多种渠道，向学生普及预防溺水安全常识，形成

齐抓共管、共同参与、预防溺水的舆论氛围。针对近年

来时有发生的二次溺水问题，梅州市公安局梅江分局

水上派出所民警张伟达在宣讲中常常强调，一旦发生

溺水事件，同伴应正确施救：“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或向

其他群众求助，并合理使用岸上的救援工具，如竹竿、

树枝、绳索或者一些可漂浮物，合理施救，防止发生二

次溺水事件。”

  同时，结合辖区水情和疫情防控情况，梅州公安联

合宣传、教育、共青团、街道等部门和社会志愿服务组

织，开展防溺水安全教育进社区、进学校、进单位、进家

庭、进场所、进农村“六进”宣传活动。据统计，防溺水线

上宣传浏览阅读点击量超10万次，向学生家长群体推

送防溺水宣传短信超68万条，发放《暑假安全告家长

书》超15万份。

  利用河湖警长制工作平台，梅州公安推动有关部

门加强辖区易发生溺水事故的河、塘、沟、渠、坑和水

库、湖泊等重点危险水域的巡查，及时发现和消除溺水

隐患。辖区民警提醒易发生溺水的相关河湖长，加强沿

江两岸救生梯、救生箱、警示牌等设施建设。指导相关

镇（村）的联防组织在易发多发事故水域加强巡查值

守，及时发现、有效劝阻学生及群众下水游泳。此外，会

同水利、国土资源等有关部门排查辖区水域非法采砂、

取土等安全隐患，及时发现、严厉打击非法采砂、取土

以及对塘坝任意改造等违法犯罪行为，消除溺水安全

隐患。

  结合水警警种特点，梅州公安加强突发溺水警情

的处置演练，组织开展民警水上救生技能演练，制定完善

应急处置预案，配备必要救生救援设备，落实人员职责分

工，不断提升救助能力和水平，确保妥善处置溺水警情突

发事件。同时，加大船员、游泳、潜水等专业技术人才培

养，加强与蓝天救援队等社会组织合作，把装备练熟、技

能练精、战术练实，提高救助专业化、规范化水平。

“发现有人溺水，我们要怎么做？”
梅州警家校联动多渠道宣传防溺水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