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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仅仅是耒阳，在常德市临澧

县，由县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学

校牵头，联合社会各界力量，通过

盘活现有泳池、改造闲置消防蓄水

池、搭建低成本支架式泳池等方式，

2022 年以来在 11 个乡镇（街道）建

成 16 个游泳池。

 在实现了“一乡镇一游泳池”目

标后，临澧县正在一步步实现下一个

目标——教会所有适龄儿童游泳及必

备救生技能。

 而邵阳市新宁县则在近两年来，

在 16 个乡镇投放了20 套气垫式游泳

池，免费对中小学生开放。为了确保

学生的安全，这些气垫式泳池是由乡

镇党委精心选点，标准化配足配套设

施，再由县学安办对游泳池管理员、

安全员进行培训，经县联合验收小组

验收合格后方可使用。

 除了“泳池下乡”，湘西州吉首市

还利用现有河道，打造安全游泳区，

在部分河段建安全免费浴场，排查消

除暗流、礁石、漩涡等隐患后，平整

河道，用醒目泳道线标示不同水深范

围，加强防溺水安全设施保障，并配

备安全员，让孩子们有一个安全的游

泳区域，可以尽情玩水。

12 个村建了 11 个游泳池

湖南“泳池下乡”火了！花式防溺水不让一个孩子开学掉队

 “这四年来，我们镇没有发生过一起未成年人溺水事故。”连日来，来自湖南衡阳
耒阳市仁义镇的游泳池登上了热搜，引得不少网友点赞，仁义镇党委书记谢成永告诉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凭借着这些游泳池和镇、村干部以及志愿者无死角、全天候的防
溺水宣传，仁义镇又一次打赢了今年暑期的防溺水“攻坚战”。

 据人民网舆情数据中心发布的《2022 中国青少年防溺水大数据报告》显示，我国
每年约有 5.9 万人死于溺水，其中未成年人约 5.6 万人，占 95%。每到暑期，溺水事
故已成为学生生命安全的“头号威胁”。防溺水是“重点题”，对于气温相对较高、水
域面积广的湖南而言，更是“难点题”。

 而湖南多地乡镇在防溺水工作上因地制宜，探索出了新的“解法”。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欧阳婷

 “泳池下乡”这一举措社会接受度高、可行度高、

经济成本小，很值得大范围推广。这些游泳池通常设

有较为专业的救生措施和安全保障，同时会开设科

普课和较为专业的游泳训练，既能满足孩子们的娱乐

需求，又能确保他们在玩耍戏水和学习游泳过程中的

安全，提升他们的安全意识，让他们学习到生存技能，

可谓一举多得，是一项可持续发展的长期利民工程。

 诚然，“泳池下乡”在带来诸多益处的同时，也需

考虑后续可能存在的问题。这并非一个简单的命题，

需要社会各方持续探索。一方面，资金的可持续性是

关键。虽然通过爱心人士捐款、村集体集资等方式建

起了泳池，但我们必须认识到泳池后期维护成本极高，

因此需要探索更多元化的资金渠道。另一方面，管理

的可持续也同样至关重要。专业的救生措施和安全保

障不能只是一时兴起，而应建立长效管理机制。短期

内招募志愿者可暂时解决问题，但从长远看，还需培

养本地相关人才。

 “泳池下乡”的推广需要政府、社会和家庭共同

努力。对此政府应在充分调研当地农村地区的实际情

况下，精准施策，加大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加大宣

传力度。在农村地区积极建设游泳设施，建立“堵疏”

相结合的全方位防溺水系统。同时，我们应该鼓励社

会力量参与，通过号召捐赠、志愿服务等方式，为农

村孩子提供更多游泳资源。家庭也要加强对孩子的安

全教育和监管，增强孩子的安全意识，让孩子明白溺

水的危险，自觉远离危险水域。

镇上 12 个村建了11个游泳池
 仁义镇位于耒阳市以西，当地水

域面积广，一直以来，防溺水工作都

是政府的重点工作。

 近年来，在衡阳市委副书记、耒

阳市委书记赖馨正的带领下，全市上

下打响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防溺水人

民战争”，市领导带队深入一线，靠

前指挥，各个乡镇街道和职能部门、

村组干部和党员们、学校教师和普通

村民组成队伍，从 5月份起纷纷巡逻

盯守，“堵”住孩子们下水的道路。同时，

村妇联主席们也带领着妇联执委和巾

帼志愿者向家长、孩子宣讲防溺水安

全的相关内容。

 但依旧防不胜防，对于在农村里

长大的孩子来说，他们天然对水有着

亲近感，河流、湖泊在夏天既是他们

的“避暑圣地”，又是“游乐园”。然而，

这些自然水域往往因为未知，而存在

着极大的安全隐患。此外，农村地区

的家长大多忙于农活或外出打工，不

少家长防患意识不足，也进一步加大

了溺水事故的发生概率。

 为此，耒阳市也提出了“疏堵结

合”的方法，除了谨防未成年人独

自到野外游泳之外，耒阳也发动了

社会捐款，在每个乡镇（街道）建

设了简易的游泳设施，定时开放，安

排专人盯守。早前，在接受今日女报

/ 凤网采访时，赖馨正就表示：“让孩

子们在安全的地方游泳”。

 从 2021 年建设开始，如今，仁

义镇 12 个村建立了 11 个游泳池，

这些泳池有些是新建的，有些则是

因地制宜改造水塘得来的，建设泳

池的花费来源于村集体总集资、村

里的企业老板和一些热心群众的自

发筹资。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仁义镇十

里村的 3 个泳池，村党组织书记蒋

桢生介绍，目前，村里 3 个泳池分

别为 200 平方米、140 平方米和 120

平方米。其中，200 平方米泳池是由

村集体总集资 26 万元建设而成，水

深 1.5 米，占地 200 平方米，可容纳

50~60 人，并设置了浅水儿童区域和

深水区域，每年夏季对外开放。这

片游泳池位于一片荷花与绿油油的

稻田交接处，且靠近路边，吸引了

不少村里人前来玩耍。

 同时，为了保证泳池干净卫生，

游泳池采用的水源是泉水活水，水温

冰凉，并且定期消毒，“这样，家长

们也放心不少”。

■相关链接
守护孩子安全，湖南高位推动

对中小学生防溺水工作，湖南省委、省政府一直

坚持高位推动。截至目前，全省14 个市州122 个县市

区均建立了党委政府领导、部门协作、社会参与、家

校联防的责任体系。湖南还建立了统筹协调机制，成

员单位包括教育、公安、民政、水利等 13 个省级部门，

定期研究部署、调度跟踪与督促落实防溺水等学生安

全重点工作。值得一提的是，湖南还出台了全国第一

部专门针对中小学生预防溺水问题的地方性法规——

《湖南省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若干规定》，并已于 7月1

日起正式开始实施。

 为了打通中小学生溺水防范工作“最后一公里”，

让各项措施落地落细，湖南省教育厅坚持疏堵结合，

投入资金 500万元，以奖代补支持 25 个“疏堵结合”

防溺水试点县市区建设。目前，湖南各地已投入资金3.02

亿元，推进警示牌及救生设备建设。此外，部分县市

区建立了预防学生溺水智能化预警系统，有的还使用

无人机巡查重点水域。特别是今年以来，在省教育厅

的牵头和支持下，主流媒体加大了防溺水宣传力度，进

一步提升全社会的安全意识。多方努力之下，防溺水工

作成效明显。据湖南省教育厅统计，2023 年全省学生

溺亡人数在 2022 年较 2017年下降 90%的基础上，又

下降 30.3%，且连续两年未发生较大及以上溺亡事故。

■编后

以“泳池下乡”破局防溺水，值得大力推广

在村里游泳，也需大人陪同
 暑假气温升高以来，仁义镇的

11个露天免费游泳池不仅吸引了孩子

们前来玩耍，不少大人也相约前来游

玩。孩子们在家长的陪同下，玩得不

亦乐乎。

 “来这里游泳，你有大人陪伴

吗？”仁义镇纸槽村同样打造了3 个

泳池，但规模并不大，村委会在每个

泳池设置了防溺水盯守员，轮班蹲守

在岸上。纸槽村党组织书记彭立品向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介绍，按照规定，

即使是村里的游泳池，孩子们也必

须在大人的陪伴下才能下水游泳。

在一些村子，村委会还会邀请休

假在家的老师向孩子们传递安全知

识，如果熟悉水性的，还可以教授孩

子们游泳，十里村的蒋小勇就是其中

一名。蒋小勇是一名老师，暑假回村

休假，村里便请他为孩子做指导。

 蒋桢生统计过，“像天气热的时

各种形式“泳池下乡”让孩子尽情玩水

候，每天能有 100 多个人来泳池游

泳，有些早来，有些晚来，也不用预

约”。看到这么多人积极使用，不少

村民们还开始讨论起了泳池的扩建计

划——因为天气太热了，又有这么多

小孩来游泳，大家就想建一个棚子。

蒋桢生透露，按村民的计划，未来他

们打算把泳池建成室内泳池，防止游

泳时受到暴晒、中暑。

 “现在可以让小孩快乐地玩水学

游泳了。”村里的泳池建好后，不少家

长高兴地和彭立品说，在没有泳池前，

孩子外出玩水一般是去附近池塘或河

流，存在安全隐患，“现在有免费泳池，

大家安心多了”。

看到了游泳池带来的效果，彭立

品对防溺水工作有了更多的信心，“也

许再过一段时间，我们就不必花费更

多的时间和精力来阻止孩子们游野泳

了”。

孩 子 们
在 游 泳
池嬉戏。

耒阳市乡村游泳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