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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岛记者 孙雅琴

日前，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
室发布2020年第2号预警，提醒各地教
育部门和学校会同有关部门进一步强
化防溺水工作，尽最大努力防止学生溺
水事故发生。记者采访了解到，青岛也
格外重视防溺水工作，专门把5月份定
为“安全月”，各学校已经组织学生进行
了防溺水的相关学习。
据了解，市教育局十分重视防溺水

工作，陆续下发了《2020年预防学生溺
水第1号预警通知》和《青岛市2020年
“安全月”活动方案的通知》，其中都
对防溺水工作做出了细致要求。要求
各区市教体局、各级各类学校要制定
预防学生溺水工作方案，做到“一区

（市）一策”、“一校一案”。各区市教体
局还要积极协调相关部门，对辖区内
各类涉水安全隐患进行一次“拉网式”
大检查，尤其要加强对河流、池塘、水
库、在建工地、废弃水坑等溺水易发区
域的安全隐患排查，完善安全设施、安
全警示牌等。
市教育局还把今年5月份定为“安

全月”，强调各区市教体局要开展多种
形式的预防学生溺水宣传教育。据市教
育局安全管理处处长刘方进介绍，市教
育局计划召开全市预防学生溺水工作
联席视频会议，对今年防溺水工作进行
全面部署，并将协调联席会议成员单
位，在6、7、8三个月对各区市防溺水工
作开展情况进行督导检查，每月至少1
次。

5月13日下午3时左右，在平度市
南村镇郭庄周诰屯村，一名六七岁的女
孩不慎掉入水井中，经平度市消防、公
安部门以及青岛红十字搜救队（红十字
蓝天救援队）救援，小女孩被成功救出。
据青岛红十字搜救队队委会成员

高玉瑞介绍，救援队每年都会实施多
起溺水救援，其中溺亡事故不在少数。
“天气渐暖，十三天时间，连续四次溺
水打捞，三人溺亡，一名儿童得救。”
这是 5月 20日高玉瑞发的一条朋友
圈。据了解，这四起溺水事故中，一起
是农民灌溉不慎落水塘，一起是女青
年轻生，一起酒后落水，还有一起就是
平度女童意外落井。令人遗憾的是，四

起溺水事故中，仅有平度女童一人生
还。
“这两年我们的救援主要集中在平
度、即墨和莱西，共有30余起左右，学
生占三分之一。”高玉瑞介绍，通过救援
队多年的救援，他发现12岁至17岁年
龄段的中学生最多。此外，多人落水、连
环落水的情况呈减少趋势，可以说明人
们自我保护和施救意识在不断增强。
“池塘、水库看似平静，有些地方水
看起来很浅，实则危机四伏。水底不起
眼的淤泥、水草，可能就是导致溺水的
原因。”高玉瑞介绍，在他参与的溺水救
援案例中，以野外河道和池塘居多，其
中池塘溺水占到溺水总数的一半以上。

又到高发季，防溺水莫存侥幸
野外河道、池塘事故多发，青岛本月起开展防溺水督导检查

□半岛记者 刘鑫 王洪智 刘玉凡

近期，广西、河南、陕西等地分别
发生多起学生溺水事件，多名学生溺
亡。5月29日，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
办公室特发布2020年第2号预警，提
醒各地教育部门和学校举一反三，多
措并举，会同有关部门进一步强化防
溺水工作。每年暑假都是溺水事件的
高发期，如何能够堵住安全的漏洞，让
鲜活的生命不再消逝？6月1日，半岛
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受访者提醒广
大家长看好孩子，让孩子溺水的悲剧
不再重演。

■链接 青岛下发防溺水预警通知

作为全国有名的旅游城市，几乎每
年的旅游旺季，青岛前海一线都会发生
游客溺水的险情。青岛市救生协会会长
王超告诉记者。
王会长说，如果溺水者救上岸发生

昏迷、休克等症状，不要轻言放弃，因为
根据以往案例，有呼吸停止一个小时还
能救过来的。
此外，在溺水情况下，由于溺水者强
烈的求生欲，他们往往会死命抓住一切
能够抓到的东西,包括施救者。因此,没

有受过救生训练的施救者下水，很容易
被对方拉下水，甚至赔上性命。所以当
发现有人溺水时，首先应迅速向水中抛
救生圈、救生衣等漂浮物,让其抓住这
些器具不致下沉。其次，下水救援时,施
救者要特别防止被溺水者抓、抱。不要
从正面接近溺水者,而应绕到溺水者
的背后或潜入水下,扭转其髋部使其
背对自己，从后面或侧面托住溺水者
的腋窝或下巴使其呼吸,并用反蛙泳
或侧泳将其拖带上岸。

施救 掌握正确方法，保住自身安全

“年年提醒，但是每年都有这样的
悲剧发生，充分暴露了学生安全教育
的短板，孩子年龄还小别指望孩子能
自觉，不要心存任何的侥幸和疏忽。”
市民孙女士告诉记者，悲剧发生值得
我们每个人反思。虽然教育部门每年
都强调，也在各大隐患地设立警示牌，
但悲剧还是发生。毕竟孩子的自制力
差，天性好动、好玩，家长应该在假期
或者双休日看好孩子。尤其是农村地
区，每个村子都有水塘和池塘，稍微不

注意孩子就跑出去了，悲剧随时发生。
一到暑假，孩子的安全问题就成

为大家关注的焦点，每年暑假都有青
少年溺水身亡的不幸消息，溺水已经
成为中小学生意外死亡的“第一杀
手”。有评论认为，防溺水需要全社会
的共同努力，构筑学校、家庭、社会的
安全网。“很多时候可能是父母大意酿
成悲剧，父母带孩子出去玩不要光顾
着玩手机，目光尽量不要离开孩子。”
市民吕先生表示。

支招 出去玩目光不要离开孩子

调查 野外河道和池塘溺水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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