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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金璐 文/摄）入夏后，水库水
质良好的天花井国家森林公园每天吸引大批市
民游玩。7月12日本报刊发了《公园竟成“野泳
胜地”》一文，反映一些市民无视公园“严禁下湖
游泳”的规定，公然在青草冲水库野泳，不仅有
安全隐患，还有损公园文明形象。

为做好暑期防溺水工作，市林科所严格按
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和“谁主管、谁负责”的
要求，市林科积极行动，夯实责任基础，定点盯
守劝阻，严守防溺水安全线。

“我们根据野泳者的规律，每天中午1时就
会到岗，一直要巡逻到晚上7时，严禁在水库游
泳。一开始想来游泳的人挺多，被我们劝回去
以后，慢慢地就没什么人来了。”公园综管人员
陈太旺说道。在水库边，记者看到综管人员在
岸边巡逻，对有下水倾向的市民进行劝阻。水
库内并未看到有人游泳，之前水库戏水、游泳的
场面已不见。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因为天花井国家森
林公园水库水域面积大，水温低且水下地形复
杂，贸然下水容易发生抽筋等状况。此外，随着
水库水生态环境的不断改善，沉水植物越来越
繁茂，一旦被其缠绕，即便是经验丰富的游泳者
也极易发生溺水危险。

为了防止溺水事故发生，市林科所以公园
管理服务科为抓手，以综管人员为落脚点，所负
责人、分管领导不定期抽查，公园管理科每日巡
查，综管人员现场值守，及时阻止、劝离戏水群
众。依据水体实际情况，合理分配人员，责任到
人，安排3人重点关注青草冲水库。同时，积极

完善防溺水安全保护设施，在各水域新增救生
圈6个、救生杆12个，为可能发生的潜在风险再
上安全锁。

安全无小事，溺水事故往往是因思想麻痹、
安全意识淡薄造成的。为此，市林科所在全所
各水体周边新增防溺水警示宣传牌、悬挂横幅
13处，重点水域增设宣传喇叭 4个，入户宣传 5
次，发放防溺水宣传单350余张，对特殊人群做
好“一对一”防溺水劝导，向家长、学生宣传防溺
水“六不”知识，有力提升了居民和游客的防溺

水安全意识。
自7月1日来，市林科所开展为期两个月的

防溺水专项行动，综管人员全员无休，重点管护
各水域，巡查各项安全救护设备，及时阻止、劝
离戏水人员，经过努力劝说、管理，截至目前所
内所有水域已无一人下水。

本报再次呼吁，为呵护公园的“绿水青山”，
维护城市文明形象，请游泳爱好者选择正规场
所游泳，不要在公园等水域野泳，切实增强文明
意识和安全意识，做遵纪守法的好市民。

7月 12日 9时许，瑞昌市桂林街道党委
委员、常务副主任张吉明的手机响了，来的
不是电话，而是来自手机APP的提醒。提醒
显示：桂林村饶河大塘堰旁，两名村民正准
备下水游泳。张吉明立即打开手机APP的
实时通话系统，对这两名村民喊话：“河边危
险，请不要在此游泳！”听到了张吉明的喊
话，两名村民打消了下水的念头，随后离去。

今年 6月起，瑞昌市桂林街道辖区内的
防溺水人脸识别告警系统正式启用，此举大
大提升了该街道的防溺水工作效率。“只要
有人进入这个画面，系统的红外功能就能监
测到，然后发出警报。”记者在张吉明的手机
中看到，通过实时监控可以清楚查看到每个
重点水域的实时景象，只要发现了异常，就
可以通过系统进行实时喊话。

能通过手机APP查看并接收报警的，除
了张吉明，还有桂林街道的综治专干，以及
重点水域的属地村干及网格员。“一般每天
午饭后和下午4时属于重点巡查时段，我们
都会用手机进行实时监测，一旦有人出现在
水域附近就可以喊话，叫他们不要下水。”桂
林街道综治专干封燕说道。

目前，桂林街道内有 7个重点水域架设
了防溺水人脸识别告警系统，“每年到了暑
期，防溺水就是重中之重，尤为重要。我们
也希望能通过这个系统进一步提升防溺水
工作成效。”张吉明说，如果今年效果好，明
年桂林街道将全面铺开防溺水人脸识别告
警系统的建设，实现街道所有水域全覆盖。

在永积村横港河的流壁堰，伫立在水域
边的防溺水人脸识别告警系统如同一根“定
海神针”，不仅提高了水域的有效管控，更为
附近村民构筑了一道生命安全防线。

作为流壁堰水域的巡查人员，王启清明
显感觉到这两年的变化。“以前这里很多人
开车过来玩水，这里环境好，又是天然的，很
受欢迎，这两年就没什么人来了，大家的防
范意识也提高了，想游泳就去游泳池了。”

多年来，九江市在防溺水，特别是学生
防溺水工作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不足也
不容忽视。九江水域面积宽广，占全市国土
面积的 17.5%，山塘水库星罗棋布，危险水
域众多。而在农村，留守儿童数量庞大，达
到近20万人，缺乏有效的教育监护。而且，
夏季的九江高温炎热，学生亲水玩水，防溺
水工作任务繁重。

防溺水工作确实任重而道远。作为一
项系统、具体的工作，瑞昌市早在2020年就
在安定湖边安装了全省第一个防溺水报警
装置。

“湖边危险，请勿靠近。”7月12日，当记
者一靠近安定湖的亲水平台，防溺水报警装
置就发出了连连“警告”。

瑞昌市第五小学就在安定湖边，从学校
后门出发，只要两三百米的距离就到了安定
湖。第五小学副校长胡玮告诉记者，安定湖
对学校而言就是一个极大的安全隐患，但是
防溺水报警装置又像是一个定心丸。“我们
每年都会把学生的信息录入这个系统，只要
有学生靠近，系统可以在抓拍照片的同时，
精准识别学生信息，直接喊出学生的姓名，
给予语音警告，叫他们远离安定湖。”

而在瑞昌市第五小学的保安室，防溺水
报警装置终端会迅速将学生信息回传，同步
发送学生靠近水域的照片和地理位置信息，
班主任也会立即收到信息与家长联系，了解
学生的具体动向，从而避免未成年人发生溺
水事故。“这套系统有效弥补了防溺水人力
有限的不足，有效降低了学生溺亡事故的发
生。”该防溺水报警装置实施两年来效果显
著，“现在基本上没有学生往湖边乱跑了。”

记者也在瑞昌市第五小学保安室注意
到，在防溺水报警装置终端的旁边，是一张

“防溺水人脸识别系统”情况登记表，“以前
这个上面满满当当的都是学生名单，代表他
们都是去过安定湖并被系统抓录到的。”而
现今，这张登记表上空空如也。

本报讯（余慧琳 记者 谈思宏）这个暑假，
武宁四小教师朱建与往年相比，多了一项任
务，每天上午他都要到学校附近的湖边去巡
逻，劝返在水边玩的小孩子。“虽然很辛苦，但
事关孩子们的生命安全，很值得。”朱建说。

为增强学生珍爱生命意识，自觉远离危险
水域，武宁县通过开展防溺水安全教育、完善
防溺水设施、落实“日巡防”“三部曲”，筑牢学
生防溺水“安全堤”。

防溺水安全教育。通过召开家长会、家访
等形式将6万余份教育部防溺水《致全国中小学
学生家长的一封信》发放到家长手中；在学校工
作群、微信公众号刊登了防溺水的公开信、少年
儿童防溺水专题宣传片等；全县各学校举行了
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防溺水知识宣讲活动；制
作下发的700个防溺水宣传U盘，通过宣传车、
手持小喇叭等进村入户循环播放，通过一系列
的宣传活动，让防溺水宣传进入千家万户。

完善防溺水设施。在学校、学生上下学道
路周边、村组附近河流、湖泊、山塘、水库等水域
设防溺水警示牌；县公安局对重点危险水域，严
格落实了“四个一”设施，即一块警示牌、一个救
生圈、一根安全绳、一对毛竹杆的投放；对特别
危险重点水域，创新安装了带语音提示和电子
围栏功能的特种音频设备，一旦有人进入危险
水域5米范围内，红外线感应系统就会智能启
动警戒语音提示。目前，全县 954处危险水域
点位的“四个一”工程、20处特别危险重点水域
的电子围栏全部安装到位。5月 14日，该县城
区太婆堰桥一群众失足落水，救援人员利用附
近的“四个一”工程设施，成功将溺水者救起。

严格落实“日巡防”制度。从 4月底到 10
月底，武宁县教育、公安、乡村干部开展暑期、
周末和节假日防溺水全过程巡查，及时劝导青
少年学生离开危险水域，劝阻群众下水、劝离
水岸斜坡。今年 5月份以来，巡防队出动 3200
余人次，船艇210余艘次，起到了良好的预防效
果。截至目前，全县没有发生一起溺亡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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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竟成“野泳胜地”》后续

青草冲水库已无人野泳

防溺“三部曲”
筑牢“安全堤”

技防织牢“防溺水安全网”

工作人员定点盯守后工作人员定点盯守后，，已无人野泳已无人野泳。。

□ 实习生 张曼玉 本报记者 孔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