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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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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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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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根据公开报道统计发现，仅今年6月
至今，全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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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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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治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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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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