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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会游泳，溺水概率就会
大大降低。

√ 数据显示，大部分溺亡者都
会游泳。很多人都对自己的水性过于
自信。其实，大部分初学者在游泳池
（静水）学的皮毛，根本不足以应对
自然水域的各种复杂情况。

×× 溺水只会发生在江河湖海等
自然水域。

√ 只要有水，就可能发生溺
水。据统计，有13%的溺亡者，会溺
死在浴缸、游泳池，甚至小小的水桶
中。

×× 只要水面平静，下水就不会
有危险。

√ 自然水域水面下的暗流、暗
礁、水草、沟壑等，每一项都可能危
及生命安全。有的甚至会对穿戴有救

生衣、救生圈的人造成威胁。

×× 只要不主动下水嬉戏，就不
会有危险。

√ 很多溺水事件的当事人并非主
动下水戏水，而是在岸边工作、钓
鱼、捡拾物品甚至是路过时失足落
水。

×× 只要获救，溺水者就安全了。
√ 当溺水者吸入过多的水，就

会引起呼吸并发症，进而引发继发性
溺水或干溺水。此时，哪怕溺水者已
经获救上岸，如果不及时跟进治疗，
液体积聚仍会导致呼吸窘迫、脑损伤
（脑缺氧）甚至心脏骤停。

××手拉手就能把溺水者救上来。
√ 手拉手救人的方式死亡率最

高。人溺水后就会变得力大无比，如

果结成“人链”，一旦有人因体力不
支而打破平衡，就会让多人连环落
水，导致群死群伤。

×× 只要会游泳，就能下水救人。
√ 溺水者在慌乱中求生时，力

量惊人，施救者一定避免正面接触，
从背后入手。因缺乏救援经验，贸然
下水救援反被拖入水中的惨剧时有发
生。如果不是受过专业训练或者经验
丰富，切忌下水救人，应尽量使用长
竿、漂浮物等工具实施救援。

×× 溺水救援成功率很高。
√ 一般情况下，一个人从落水

到溺亡只需要 2至 5分钟。如此短的
时间内，要实施有效救援，要么附近
正好有长杆、漂浮物等工具，要么有
具备施救能力的救援者。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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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河区

开展专项行动
爱卫有我

本报讯（记者赵玉洁 通讯
员杨洋） 日前，运河区卫健
局、区城管局、区医保局、运
河公安分局等 50多个单位组织
干部职工，在本单位或附近的
社区展开“爱卫有我 健康生
活”专项行动。区爱卫办成立
了运河区“爱卫有我 健康生
活”专项行动督导专班，分成
四组对区直各单位、各部门及
镇办进行督导，确保专项行动
落实有效。

各单位、各部门及镇办干部
职工积极行动，严格落实“门前
三包”责任，对单位内外及相关
社区进行环境卫生大扫除，确保
清扫不留死角，有效改善了办公
环境和社区居住环境。

此次专项行动共清理垃圾
杂物 20余立方米，清理小广告
500 余 条 ， 规 范 摆 放 电 动 车
3343余辆，督导 4450余家沿街
门店落实好“门前三包”，确
保室内门前净化、绿化、有序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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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日渐炎热，加之暑期即

将来临，在清凉水中嬉戏成了不

少孩子的向往。而这，也使得未

成年人溺水事故再次进入高发期。

调查显示，近年来，溺水已

成为未成年人意外死亡的“第一

杀手”。过半数溺亡事故发生在15
岁以下的少儿身上。他们多是独

自或与同学结伴外出，没有成年

人的陪同或看护，且下水游泳时

未配备救生设施。农村无人看管

的公共河流和坑塘，更成了未成

年人溺水事故的“重灾区”。

值得一提的是，近期高发的

溺水事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留

守儿童和因“手拉手”救人而连

环落水的施救者。

古筝余音袅袅，优美的
舞姿展示着民族风情，一张
张韵味十足的水拓画、一件
件精美的陶土作品和一块块
花纹独特的扎染布……市中
宇小学的社团展示活动尽显
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今年以来，市中宇小
学从传承非遗文化、普及
家乡文化和践行志愿精神
三方面入手，通过丰富多
彩的实践活动，激发学子
对优秀传统文化和家乡的
热爱，引导孩子们积极投
身志愿服务，不断推进文
明校园创建。

体验非遗项目
领略优秀传统文化
魅力

步入市中宇小学扎染社
团，映入眼帘的是孩子们忙
碌的身影。一块普通的白
布，在他们手中经过浸湿、
绑扎、染色、晾晒和熨烫，
摇身一变，就成了一件色彩
斑斓、精美实用的扎染作
品。

作为扎染这一非遗项
目的全国文化传承学校，
市中宇小学开发出了覆盖
小 学 6 年 的 扎 染 校 本 课
程 ， 自 编 教 材 ， 分 层 教
学。低年级重在了解扎染
技艺的历史和工序，欣赏
作品，进行简单的体验和
操作。高年级重在动手实
践，将继承和创新融入扎
染作品创作中。

彩色相间的图案，晕染
着对非遗文化的热爱；捆扎
与染色，带来的是惊喜与温
暖。市中宇小学让扎染这一
古老的艺术穿越历史长河，
与同学们“不期而遇”，将
传承的种子悄然植入孩子们
的心田。

除了非遗特色社团，市
中宇小学还利用新春游园
会，将糖人、糖画、拓印、

布艺、剪纸、苗刀等 20余项非遗技艺传承人请进校
园，让学生近距离了解和体验非遗项目，领略优秀传统
文化的无限魅力。

走近“母亲河”感受古“运”今风

在市中宇小学，有一条贯穿南北教学楼的“运河步
道”。沿着它徐徐前行，京杭大运河主要流经地区的地
标性建筑、名胜古迹、特色美食等风土人情便会一一展
现于眼前。

以此为契机，今年，学校又推出了“古‘运’今
风”系列实践课程。

5月30日，一场以“寻味大运河”为主题的家乡美
食品鉴活动，拉开了实践课程的序幕。

操场上，在各班级的美食摊位前，小解说员们热情
地为大家推介班级所代表城市的运河美食。老师和家长
也各显其能，把所代表城市的美食文化展现得淋漓尽
致。

羊肠汤、驴肉火烧、火锅鸡，油酥烧饼……在学校
的风林课堂上，四年级 12个班级的师生和家长为大家
献上了一桌充满“沧州老味道”的运河美食。同学们在
大饱口福的同时，也对家乡美食和大运河饮食文化有了
更深入的了解。

暑假期间，市中宇小学还将组织开展与“探秘运河
文化”相关的主题实践活动，带孩子们走近“母亲
河”，感受家乡厚重的文化底蕴。

投身志愿服务 贡献创城力量

在今年 3月学校开展的“学雷锋 树新风”系列主
题活动中，中宇小学志愿服务队正式成立。

队员们跟随沧州市义工协会的志愿者走进新华区鑫
源老年公寓，为那里的老人们送去爱心与祝福。同学们
把自己亲手制作的礼物和卡片送到老人手中，为他们表
演精彩的文艺节目，还和老人们一起包饺子。欢声笑语
回荡在房间里。

在第 45个植树节来临之际，市中宇小学联合大运
河爱心志愿协会，共同开展了“相约春天 共植希望”
植树节劳动实践活动。铲土、挖坑、踩实、浇水……虽
然累得满头大汗，但小志愿者们的脸上都洋溢着开心的
笑容。栽好小树后，他们又拿出卡片，写下对小树的祝
福，还留下自己的名字，希望能够陪伴小树一起成长。

在“爱心粥屋”，小志愿者们打扫卫生、分发早
餐、清洗碗筷，忙得不亦乐乎。前来就餐的环卫工人纷
纷竖起大拇指，为他们点赞。

虽然服务队成立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但是队员们不仅
积极参与志愿服务，而且用实际行为带动身边更多的人加
入志愿服务行列，小手拉大手，共同为创城贡献力量。

沧州经沧州经济开发区济开发区

优良信用优良信用
为企业为企业““贷贷””来资金来资金

本报讯（记者赵玉洁 通讯
员马立琨）“我们的纳税信用派
上了大用场。在没有抵押的情
况下，获得了300万元贷款，解
决了我们的资金难题，真是太
好了。”近日，在沧州经济开发
区行政审批局，来自沧州市锦
龙彩板钢构有限公司的王女士
开心地说。

前不久，锦龙公司急需购
买原材料，但缺少资金，王女
士在沧州经济开发区行政审批
局的政策宣传群里看到“信易
贷”的政策宣传，感觉自己的
企业符合条件，就拨打了局里
的电话，与相关工作人员取得
了联系。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对
接了中国银行开发区支行，为
企业成功申请到了贷款。

下一步，沧州经济开发区
行政审批局将持续推进全区

“信易贷”相关工作，加大
“信易贷”平台宣传力度，为
辖区内各类诚信经营主体提供
更便捷、高效的融资服务。

新华区建新华区建新街社区新街社区

修复修复““小井盖小井盖””
守护守护““大民生大民生””

本报讯（记者赵玉洁 通讯
员冯璐）“井盖破损后，我们及
时向社区反映，很快就有施工
人员赶来修复，感谢社区为我
们居民解决了难题。”近日，新
华区建新街社区东丽花园小区
居民看着楼前地面上修复好的
井盖，十分开心。

几天前，建新街社区的网
格员走访时接到居民反映，东
丽花园7号楼四单元楼前有一处
井盖破损严重。社区网格员第
一时间前往指定地点查看，发
现破损井盖位于居民出行必经
之路上，存在极大安全隐患。
社区网格员立即在井口周围设
立警示标志，同时联系施工人
员前来更换。但是施工人员发
现，由于尺寸问题，暂时没有
合适的井盖可以更换，只能定
做。社区网格员将情况向居民
进行了解释，并做好安全防
护，待井盖定做好后，立即进
行了更换。

修复井盖看似是一件微不
足道的小事，体现的却是为人
民服务的行动自觉。南大街街
道建新街社区把治理“小井
盖”守护“大民生”作为服务
居民的重要切入点之一，以实
际行动不断提升居民群众的幸
福感。

门前的小溪或河水很浅，孩子们
在里面玩一玩没关系。

大人热了都到河里洗澡，带着孩
子一起去也无妨。

在正规游泳馆里，有专业救援人
员，不会出危险。

……
也许你想不到，正是家长们这些

转念间的“大意”，造成了无法挽
回、令人痛彻心扉的溺亡悲剧。

市红十字会秘书长刘植庄介
绍说，无人看管的公共河流和坑塘
下面，地形非常复杂。有的坑洼不
平，有的呈陡坡状，还有的前一步
水才刚到小腿，下一步就会一脚踏
空，瞬间淹没头顶。不仅如此，还
有水草、尖石、淤泥等各种看不到
的危险隐藏其中。

不要认为水浅就安全。曾有一
个小朋友，在小区深不过膝的喷泉池
中玩耍，一不小心跌倒了。池底布满
苔藓，异常湿滑，孩子多番挣扎，始
终无法爬起来，最终溺亡在池中。

沧州红十字蓝天救援队队长李斌
提醒广大家长，即使是在正规的游泳
馆或戏水场所，父母也要始终保持警
惕，时刻关注孩子的状况。因为很多
时候，溺水是无声、快速的，而非

“使劲扑腾、大声呼救”。当发现孩子
在水中出现以下迹象时，家长就要提
高警惕了。

●突然安静无声，嘴没入水中。
●手臂可能前伸，但无法划水向

他人移动。
●在水中直立、不能踢腿，往往

挣扎20至30秒之后沉下去。
●眼神呆滞或是闭着眼睛，头发

可能盖在额头或眼睛上。
●可能会头后仰，嘴巴张开，有

的孩子头可能前倾。
●看起来像在抬头看天空、岸

际、泳池边或码头。如大声询问无反
应、眼神涣散，家长就需要立刻施救。

此外，在游泳馆里不要让未成年
人贸然跳水或潜泳，也不要在水下长
时间憋气，这些都有可能导致溺水事
故的发生。

此外，海边的离岸流、水中的漩
涡，以及由于夏季雨水频繁而引发的
城市内涝，都是不容忽视的溺水诱
因，家长须格外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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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教育和安全教育是预防溺水事
故发生的首要一环。它不只是停留于书
面的理论知识和常识，更需要通过生动
直观的方式，给予孩子们心灵的震撼与
警示。

为了让孩子们特别是农村留守儿童
增强防范意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减
少溺水悲剧的发生，我市部分学校在加
强常规安全教育的同时，也作出了积极
探索。

“预防溺水有妙招，小朋友们要记
牢。要去正规游泳馆，大人陪伴很重
要。淤泥水草深坑藏，陌生水域不可
靠。有人溺水莫施救，呼救报警更重
要……”沧州高新区第一幼儿园的老

师们将防溺水知识编成朗朗上口的儿
歌，模拟真实场景带孩子们一起演练，
不断增强小朋友们的安全意识。

在沧县高川乡马连坦小学，颜色鲜
艳、印有防溺水“六不准”的手环成了
孩子们的最爱。“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
式，让所有的孩子时刻提醒自己——珍
爱生命，远离坑塘。”校长李猛语重心
长地说。学校还专门购置了 10根 6米
长的竹竿，在上面喷上黄、白、红三
种醒目的颜色。这些竹竿被安放在学
校附近的多个坑塘边，并配以“防溺
水救生竹竿”提示牌。一旦遇到有人
溺水，岸上的人就可利用救生竹竿，
及时进行营救。

生命教育安全教育不可缺失
更要重点关注农村留守儿童

如果不慎落水，该如何自救？李斌
给出了答案。

★迅速把头向后仰，口向上，尽量
使口鼻露出水面。

★及时甩掉鞋子和口袋里的重物，
但不要脱掉衣服，因为它会产生一定的
浮力，对溺水者有很大帮助。

★假如周围有木板，应及时抓住，
借用木板的浮力使自己的身体尽量往上

浮。
★不能将手上举或挣扎，以免使身

体下沉。发现身体下沉时，可将手掌向
下压，促使身体浮起来。双手和双腿有
规律地划水，不要惊慌，保存体力，等
待救援。

★如果有人前来相救，千万不可死
死抱住救助者不放，而应尽量放松，配
合救助者划向岸边。

落水自救牢记五点

如果遇到有人溺水，怎样才能科学
施救？

解答这个问题时，刘植庄和李斌都
谈到了一个原则，那就是“救援者安全
优先”。一定要先保证自己的生命安
全，然后再施以援手。未成年人和没有
经过专业训练的成年人都不能贸然下水
救援！更不能手拉手施救，因为落水者
力大无比，很容易把施救者拉下水，引
发连环溺水。

未成年人遇到有人溺水，第一时间
要大声呼叫，同时拨打 110、119、120
电话报警。如果有多个同伴在一起，要
派出一人去寻求大人帮助。

随后，在四周寻找竹竿、树枝等，
握着它俯身趴下，慢慢地将溺水者拉上
岸。

如果找不到树枝、竹竿，也可以利
用木板、泡沫板等漂浮物，或把多个饮
料瓶用塑料袋扎起来，抛给溺水者。

当周围没有漂浮物时，还可以把上
衣和裤子脱下来，打成绳结抛向溺水
者，将其救上岸。

拥有再好的救援技能，也不如远离
危险。在日常生活中，无论是未成年
人，还是家长或监护人，都要多了解安
全常识，增强防范意识。只有大家都防
患于未然，才能让悲剧不再重演。

未成年人不能下水救援
“手拉手”救人更危险

资料片资料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