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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之志

■“浙”校园

导报讯 7 月 28 日，金华市游泳协会在金
华苏孟铁堰水域开展现场防溺水教学活动，
来自温州、宁波、台州、衢州等地的 50 余名体
育教师参加了培训。随后几天他们还分赴金
华等地校园进行学生面对面宣讲。

“这里每年都会发生溺水事故，具备了危
险水域诱发溺水事故的多种环境因素。这里
池壁湿滑，青苔密布，失足落水者有之；水流
湍急，站立冲翻者有之；水下水泥障碍物碰
伤人员有之；地处排水管虹吸处，戏水者不
慎被吸进涵洞溺亡有之；水温过低，游泳者
体力不支出现险情的有之，所以这种水域应
该禁止未成年人靠近！”“防溺水一定要让人

们知道危险在哪里。然后对症下药，开展科
学防范，进行正确自救和救人。”金华游泳协
会的老师现场如是说。

据了解，该培训活动是金华职业技术
学院联合金华泳协在全省率先开设的“校
园游泳与救生项目技能培训”课。目前该
项目已被列入“浙江省中小学教师专业发
展培训项目”之一，主要针对义务教育阶段
学校对学生防溺水工作的实际需要，专门
开设的“防溺与救生”的培训教学，针对性
强，成效显著。先后举办了 11 期，累计培
训学员 600 余人。

□ 翁时文

“教师团”进修防溺技能

防溺工作如何常态化开展？如何
加大防溺救援科普的覆盖面？近年来，
我省不少热心人士纷纷聚焦这一议题。

省体育局副局长、省游泳协会主
席、国家游泳队前总教练张亚东认为，

“学游泳、防溺水”是“爱生命、爱家庭、
爱社会”的具象体现，要组织发动各级
各类学校迅速行动起来，利用多种形式
进行防溺水宣传教育，让所有的少年儿
童都能够了解、掌握防溺水的知识，筑
起保护自我、预防溺水的篱笆。

“这项工作要建立健全联动机制，
除教育、体育、社团组织外，自然资源、
农业农村、水利、城管、镇街、社区、村庄
等，与学校、家庭一样，各司其职、各尽
其力，为青少年筑起牢固的铜墙铁壁。”
张亚东说。

今年暑假前夕，一场以“珍爱生命，
学会游泳，预防溺水，促进中小学生健
康成长”为主题的专家论坛研讨会在绍
兴举行。这场研讨会的发起人——省
人大代表、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工会
副主席钟晓晓已连续多年关注青少年

儿童防溺工作。
钟晓晓呼吁，全社会都应该关心、

支持青少年“学游泳、防溺水”。游泳不
仅是一项运动，强壮体魄、愉悦身心，还
是一项救生技能，“爱生命、学游泳、防
溺水，让每个家庭都充满阳光与笑声”，
她认为各级各类教育、体育部门，以及
游泳、救生等社会团体，都应积极开展
防溺水教育。

令人欣慰的是，防溺水等安全教育
正在走进校园。暑假前期，我省不少中
小学陆续组织学生学习防溺水自救和
互救知识技能。在杭州市大学路小学，
一场联合杭州海事局开展的“珍爱生命
严防溺水”夏季防溺水宣传教育活动广
受欢迎，同学们专门录制了防溺水科普
视频，呼吁大家防范溺水事故“六不
要”，筑牢学生防溺水“安全网”；在杭州
市滨和小学，杭州市游泳协会的专家带
来“学会游泳、预防溺水”的安全教育讲
座；在建德市，所有中小学均已开展防
溺水安全教育进校园授课活动，该活动
已持续 4年。 □ 陈宁 姜晓蓉

安全教育应成常态

导报讯 8 月 4 日，湖州市德清县乾元镇
妇联组织开展了“学戏曲，传国粹”暑期春泥
计划活动。学生们在戏曲老师的指导下学习
戏曲基础知识和戏曲表演技巧，感受中国传
统戏曲文化的魅力，欢度一个充实又有意义
的暑假。

乾元镇妇联主席施思介绍，今年暑假期
间，该镇积极开展戏曲传承活动，通过开设戏
曲课程、组织优质演出进社区、建立学生戏曲
社团、戏曲名家进课堂等形式，让学生们体验
和传承戏曲艺术，在了解和学习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过程中坚定文化自信。

□ 谢尚国

“小戏迷”传承国粹经典

导报讯“同学们好！欢迎来到学校！”8
月 2 日，绍兴市新昌县南明小学校长杨晓玲
早早来到校园，迎接学生们的到来。当天，
新昌县南明小学、鼓山小学、育英小学作为
绍兴市试点，正式开启暑期校内托管服务，
校园里再次充满欢声笑语。

7 月中旬，绍兴发布《关于做好 2021 年全
市 小 学 暑 期 托 管 服 务 试 点 工 作 的 指 导 意
见》，明确于今年暑期启动校内托管服务试
点工作，并于 2022 年全面推进。绍兴市教育
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暑期校内托管服务的方
式可多样化，单一学校组班或多校联合开展
均可；同时，倡导联合当地工会、团委等部
门，积极发挥社会资源优势，如依托社区学
校、企业假日学校等，规范开展暑期托管服

务。“托管以看护服务为主，主要包括作业辅
导、自主阅读、体育活动、社团活动等，不能
组织或变相组织集体教学。”

□ 唐洋洋

“暑托班”迎来首批学生

溺水能够有效避免

水库、池塘、河流以及无人看管的
游泳池、人工湖泊……但凡有水的地
方，都可能存在安全隐患，特别是那些
不明水域。采访过程中，不少业内人士
表示：只要提高警惕，完全能够有效避
免溺水。

杭州市急救中心医教培训科科长
鲁美丽有着丰富的现场急救和培训经
验，她表示，避免溺水的“第一原则”就
是远离不明水域。

“青少年儿童到不明水域去游泳容
易发生危险。”鲁美丽介绍，对游泳技术
盲目自信的孩子去湖泊、江河游泳，较
容易遇到抽筋或突发疾病而导致溺水，

“家长要提高警惕、做好看管，并随时提

醒孩子不能盲目自信去不明水域游泳，
最大限度避免悲剧的发生。”

即使在游泳池，未成年人也必须要
有家长陪同或者结伴。游泳时要位于
救生员的视线范围内。游泳前要认真
做热身运动，避免下水后因水温过凉，
刺激后引发腿抽筋，引发溺水。

其实，水上的紧急状况不仅仅发生
在室外。鲁美丽认为，防止婴幼儿在家
中溺水绝非小题大做。“家长要做好对
婴幼儿的看护，家里的浴缸、澡盆等盛
水容器无故不应蓄水，水缸应该加盖，
对于年龄稍大些的幼儿还要加强安全
教育。”

紧急救援不可缺位

当发现有人溺水，应该如何化险为
夷？在各大互联网平台上，防溺水图文教
程、短视频热度不减。学习水上急救相关
知识，已经成为不少网友的共同诉求。

不少专家认为，溺水急救要牢记两
个关键词——大声呼救、精准判断。

“一旦发现有人溺水，一定要第一
时间大声呼救！并拨打 110、120 进行求
助。”鲁美丽提醒，在拨打电话时应该尽
量保持沉着冷静，清楚告知等待救援的
详细地址。呼救者还应该配合 120 调度
人员的询问，正确回答问题；如有可能，
可在调度指导下对溺水者提供帮助。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技能培训中心常态化为医务人员和社
会人员开展急救技能训练，其中，防溺
水培训的相关课程一直备受关注。该
中心负责人张悦怡表示，紧急时刻的精
准判断至关重要。“溺水产生的危害在
于我们的面部入水导致水进入气道，因
为窒息缺氧，出现心跳变慢、失去意识，

甚至是心跳停止。因此，发生危险时，
溺水者并不会像电视剧中那样大声呼
救或者挥手求救，而是本能地将双臂伸
到两侧，向下压水以让嘴能浮出水面。”

张悦怡说，溺水者往往看起来并不
像溺水，似乎只是在抬头看天空。如果
发现有人头在水中而嘴在水面，甚至是
头后仰而嘴张开的迹象，一定要引起警
惕；近距离可看到溺水者的眼神呆滞，
无法专注或闭上眼睛；头发可能盖在额
头或眼睛上。他们在水中常处于直立
位，没有踢腿动作，常挣扎 20 秒到 30 秒
后即沉入水中。

专家提醒，施救者首先要注意自身
安全。在此前提下，可以借助身边的物
品，如竹竿、木棍等，在保证自己位置安
全的基础上拉回溺水者，或将泡沫块、
救生圈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未经救
援培训或不会游泳的人员，不建议自行
下水营救溺水人员。

炎炎夏日，游泳、嬉水是不少孩子娱乐和消暑的主要方式，但清凉的水
里隐藏着危险。近年来，各地溺水事故时有发生，防止青少年儿童溺水始终
是社会各界密切关注的话题。日前，教育部发文要求“做好预防学生溺水事
故有关工作，保障广大中小学生生命安全”。如何度过一个安心的假期？如
何强化风险防范意识？笔者采访了我省相关部门专家。

暑期青少年如何防溺水？专家介绍防范措施和急救知识

为“玩水季”筑起防溺篱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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