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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学习游泳，掌握防溺水技能

游泳对孩子来说不但是运动技能，
而且是生存技能。在特定场合，不会游
泳的人难以保护自己，更无法帮助别
人。因此，不少家长让孩子暑期去游泳
馆学习游泳。

“憋气、划臂、蹬腿……对，就是这
样！”7 月 22 日 15 时许，在市区八一路
蓝海岸二楼游泳馆，一名教练正在教一
群青少年学游泳。泳池内，一二十名孩
子正在教练的指导下学得起劲儿。

“暑期前，不少家长在我们这儿给
孩子报游泳班。假期一开始，我们就上
课了。来学游泳的孩子最小的 7 岁，最
大的 15 岁。经过 12 天的训练，大多数
孩子能掌握基本的游泳技能。”该游泳
馆教练张勇存说，每年他们的游泳班都

很火爆。今年受疫情影响，报名的人数
不及往年，但仍有 200 余名青少年来学
游泳。

“游泳既是一项不错的运动，也是
一项生存技能。具备这项生存技能不
是坏事。”张勇存说，青少年缺乏自我
保护意识和技能，是发生溺水事故的
主要原因。因此，让他们学游泳很有
必要。

“ 我 给 孩 子 报 了 游 泳 班 ，他 很 喜
欢。游泳班马上结束，孩子基本学会游
泳。学游泳不仅锻炼孩子的身体，充实
孩子的暑假生活，而且可以增加安全保
障。”市民张女士说，她叮嘱孩子，可以
去泳池游泳，但不能和同学结伴下河游
泳，因为那里既危险又不卫生。

直播防溺水演练，让更多人受益

“天气好热啊！小明，咱们到附近
那条河里游泳吧？”

“好，走！”
“朋友们，他们这样做对不对？”
“不对！不能结伴私自下水。”
7 月 20 日，在市区学院路与许由路

交叉口附近的蚂蚁游泳馆，许昌红十字
蓝天救援队队员李华磊对近百名中学
生及家长进行“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安
全知识宣讲。

活动现场，许昌红十字蓝天救援
队的 3 名队员把“六不一会”以情景剧
的形式展现出来，达到寓教于乐的效
果。随后，他们就游泳圈的选购、救生

衣的正确穿法和救生圈的使用等向家
长和学生进行了讲解，并进行了演示，
强 化 了 大 家 对 防 溺 水 安 全 知 识 的 理
解。

“针对不同的人群，我们宣传不同
的防溺水安全知识。比如，小学生如
果发现同伴溺水，千万不能下水营救，
要大声呼救，寻求大人的帮助并拨打
110；初中生如果发现同伴溺水，在确
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可以利用找到
的漂浮物（如长木棍、空矿泉水瓶、书
包等）进行营救。这些知识和技能看
似简单，关键时刻能救命。”李华磊说，
此次宣讲活动，他们通过网络进行了
直播，希望让更多的青少年受益。

许昌红十字蓝天救援队提醒家长
和学生，一定不要到野河和不准游泳的
水系游泳、玩耍。

为了增强青少年的防溺水安全意
识和技能，近年来，许昌红十字蓝天救
援队坚持进校园、进社区、进广场进行
防溺水安全知识宣讲。5 月份以来，许

盛夏时节，游泳是一种不错
的消暑方式。然而，安全意识淡
薄、求生技能不强的中小学生一
旦发生溺亡事故，将带给整个家
庭无尽的痛楚。

为消除安全隐患，有效预防
和减少溺亡事故，不少家长支持
孩子通过学习游泳掌握防溺水技
能，民间志愿团体直播防溺水演
练……各部门联防联动，共同为
我市青少年织就一张安全网。

□ 记者樊倩影文图

上图、下图：许昌红十字蓝天救援队队员正在进行防溺水演练。

报班学游泳、直播防溺水演练、建立部门联防联动机制……为青少年织就安全网

防溺水技能，你掌握了吗？

昌红十字蓝天救援队队员到学校、社
区、饮马河公共游泳池等地开展防溺

水安全知识宣讲 41 场，参与的志愿者
有 163人次，使 1万余人受益。

各部门共同行动，为青少年筑牢安全防线

6 月 19 日，市文明办、市水利局、市
教育局等单位联合开展“珍爱生命，预
防溺水”公益宣传活动。来自我市 33
家单位的 495 名志愿者分赴市区春秋
广场、文峰游园、西湖公园、饮马河等
地，向市民普及预防溺水、水上救助等
方面的知识。

普及防溺水安全知识活动，在我
市还有很多。

市教育局印发《致学生家长的一
封信》，要求所有家长、学生签字后由
学 校 保 存 回 执 单 ，并 通 过 电 话 、微 信
群、QQ 群等加强学校与家庭的沟通和
联系，做好安全教育及监护对接，增强
家长、学生的安全意识和监护人的责
任意识。

市水利部门进一步加大对水利工

程的日常管理力度，对重点水域进行
隐患排查和整治；市公安部门对重点
区域加强巡逻防控，并联合街道办事
处、社区在辖区河道、坑塘等周边加大
巡逻力度，告诫和劝阻未成年人远离
危险等。

各乡（镇、办）、村（社区）等基层单
位及社会救援组织也积极行动，共同
为青少年筑牢安全防线。

此外，我市各级各有关部门在创
新工作思路的基础上，推动建立党政
齐管、部门联动、依法监管、社会关爱
的联防联动机制。公安、水利、交通、
住建等部门，各河流和坑塘等水域权
属主体，各乡（镇、办）和村（社区）等加
强合作，联防联动、群防群控，扎实有
效地开展未成年人防溺水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