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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村、各学校、有关二级机构： 

为深入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生命

至上、安全第一”的理念，抓紧抓实全乡预防未成年学生溺水工

作，织密织牢社会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防护网络，坚决遏制溺亡

事件发生，根据《六安市叶集区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关于组

织开展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专项行动的通知》（叶教组发〔2022〕

1 号）要求，经研究，决定从今年 4 月份开始到明年 4 月份，在

全乡组织开展为期一年的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专项行动。现将有

关事项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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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原则和目标 

坚持预防为主、标本兼治，群防群治、源头治理；坚持属地

管理、分级负责，尽职免责、失职追责，全面压实教育、管理、

监护责任，建立健全政府、学校、家庭、社会“四位一体”预防

溺水事件工作体系，构建完善长效工作机制，筑牢学生防溺水屏

障，确保实现全年“零溺亡”的目标。 

二、工作重点 

预防未成年学生溺水，“看人”“管水”是关键。各村要持

续加强村居学生网格化管理，突出溺水事件预防，切实看牢青少

年儿童中的留守儿童、单亲家庭儿童、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及困境

儿童等重点人群；把牢 4 月至 10 月天气炎热、暑期及冬季水域

结冰等溺水事件高发时段；守牢易发生溺水事件的江湖、溪流、

河塘、坑坝、水库等危险水域，切实做到宣传教育全覆盖、排查

整改全覆盖、联防联控全覆盖、巡查防范全覆盖。 

（一）宣传教育全覆盖。各村、乡有关二级机构和学校要把

青少年儿童防溺水教育向家庭和假期延伸，做到校内校外、学校

与家庭、学期与假期无缝衔接、有效对接，完善宣传方案，创新

宣传方式，拓展宣传渠道，保持宣传声势，努力营造全社会共同

关心保护青少年儿童生命安全的良好氛围。一是加强校内安全教

育。学校要建立健全校内安全教育提醒制度，利用每天放学前 1

分钟、每周放学前 5 分钟、节假日前 30 分钟对学生进行安全教



 — 3 — 

育和防溺水提醒，同时通过在校内张贴一批主题宣传画报、向家

长推送一系列防溺水安全提醒等形式，切实提高青少年儿童和家

长（监护人）的警惕性和自觉性，使学生切实做到“六不”（不

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

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

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二是

延伸宣传教育触角。各村和学校要根据不同人群、不同年龄段特

点，通过广播、“两微一端”、六安市安全教育平台等，大力宣

传防溺水知识，循环播放防溺水主题的警示教育宣传片；各村要

在人群密集场所，张贴、悬挂一批防溺水安全宣传标语和版面，

实现全村全覆盖；要在暑假、三天以上的节假日、周末等容易发

生溺水的关键时段，利用大喇叭等形式循环播报防溺水安全提

醒。三是强化救护技能培训。各学校要把防溺水安全教育作为基

础性、常态化工作抓紧抓实，切实提高学生对潜在危险的认知和

应急避险、自防互救能力；定期组织“溺呛水自救、他救知识”

宣传培训，帮助学生、群众学习和掌握正确的救护常识；将学生

心理健康教育融入教学规划，加强排查干预，建立心理危机转介

诊疗机制，确保及时诊断、及时治疗。积极推动把学生心理健康

纳入精神疾病治疗机制等工作的总体考虑之中。 

（二）排查整改全覆盖。一是开展大排查大起底。河长制办

公室、安监所、住建办等二级机构联合各村，要对重点水域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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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常态化、全覆盖、拉网式排查，摸清河流、水库、塘坝、机

井、建筑工地水池、废弃矿坑等各地水域的具体情况，不留死角、

不留盲区，分级建立安全隐患台账，确立清单管理、认领包保责

任，确保底数清、情况明。二是开展隐患整改管控。各村要对排

查出的隐患地段和水域，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和“谁主

管、谁负责”“谁经营、谁负责”“谁所有、谁负责”的原则，

建立清单化、闭环式管理，逐一落实隐患整改责任。对短期内能

够排除风险隐患的，要立行立改、立竿见影、坚决消除风险点；

对需要党委政府和上级业务部门帮助支持的，要及时报告、主动

对接，推动问题得到解决，坚决杜绝“捂在手里、小事拖大、大

事拖炸”；对需要长期坚持的，也要有阶段性目标，最大限度防

止发生溺亡事故。三是开展全面维护修缮。各村要摸排出各类水

域防溺水“三个一”设施的设置情况，包括悬挂一幅防溺水宣传

标语，设置一个防溺水警示牌（要测量水深，将水深、危险程度

等要素标识出来），配备一套简易救生设备（包括带长绳的泳圈、

长竹竿、竹梯等）。落实“一线一栏”，在临水岸边喷涂黄色警

戒线，在公共活动水域设置防护围栏，定期巡查、及时维护、及

时修缮，做到安全警示到位、隔离防护到位。 

（三）联防联控全覆盖。各学校要加强安全教育和应急演练，

提高中小学生防溺水知识和自救施救技能，各村要加强对留守儿

童、困境儿童的防溺水安全教育，摸清辖区各类水体的底子，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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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安全巡视员和义务监督员，组织专职安全巡查队伍全天候巡

查，在事故多发地设置警示标识和防护措施，加强辖区危险区域

的巡查。河长制办公室要在所属水域设置永久性安全警识牌，安

装隔离防护设施和救生设施；住建办要加强建筑工地形成的水

池、水坑的管理，督促相关业主设立警示标志和防护设施并及时

回填。安监所要加强督促防溺水措施；完善溺水事故应急处置预

案，确保一旦发生险情或溺水事件，能够全力开展救援，最大限

度地减少溺亡事件。党政办要加强青少年儿童安全和防溺水公益

广告宣传及警示教育。 

（四）巡查防范全覆盖。各村要对辖区内所有水域进行责任

划分，结合河（湖）长制确定每一片水域管理的主体责任单位、

责任人。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加强日常巡查，特别

在节假日、暑假期间和高温天气等重点时段，落实全天候值守巡

查，根据水域面积合理设置巡查值守人数，确保每一段、每一片

水域都有巡查值守责任人，并做好巡查值守记录。对青少年儿童

经常嬉水、游泳的重点区域，要重点巡查，认真做好劝阻，坚决

防止私自下水。充分发挥河（湖）长和包村民警熟悉水域、熟悉

地形、熟悉情况的优势，因地制宜设立专兼职巡逻队伍，重点时

段要开展不间断巡查，及时发现、制止、劝离游玩、戏水、游泳

人员。 

三、工作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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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行动时间为期一年，分为四个阶段。 

（一）动员部署阶段（2022 年 4 月底前完成）。各村、乡

有关二级机构要按照通知要求，迅速行动，部署落实，责任压实

到岗、任务明确到事、工作细化到人。 

（二）组织实施阶段（2022 年 9 月底前完成）。各村、乡

有关二级机构和学校按照各自职能职责，确保宣传教育到位、隐

患排查到位、问题整改到位。 

（三）总结提升阶段（2022 年 12 月底前完成）。各村、乡

有关二级机构总结梳理工作经验和特色做法，认真分析发生学生

溺水事故原因、汲取教训，形成防溺水工作总结报告。建章立制，

构建长效机制。 

（四）检查验收阶段（2023 年 4 月底前）。乡督考办对各

村防溺水工作进行检查评估验收。 

四、有关要求 

（一）统一思想，提高站位。各村要认真贯彻落实省委“一

改两为五做到”部署要求，以实际行动践行市委“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专题学习教育要求，办好群众牵肠挂肚的民生大事，

做好群众天天有感的关键小事，坚持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始终

把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工作当作一项政治任务、民生工程，切实

增强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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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部门协同，齐抓共管。强化部门协同，推动政府、学

校、家庭、社会分工负责、齐抓共管、群防群治。各村要建立健

全防溺水应急值守工作制度，坚持 24 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带班

制度，确保一旦发生青少年儿童溺水等安全事故，第一时间组织

开展救援，第一时间向主管部门报告。加强舆情监测和应对处置，

坚决打击谣言滋事等行为。 

（三）严格检查，压实责任。各村、乡有关二级机构要经常

到重点水域检查指导，做到一月一检查、一月一回顾、一季度一

评估，并建立检查台账。要结合自身职责任务开展督导检查专项

行动，重点检查各水域落实防溺水措施、防护设施建设、隐患排

查、应急值守等情况，逐项逐环节开展督查，建立问题台账，实

行跟踪督办。 

（四）严明纪律，严肃问责。将因溺水造成的学生非正常死

亡情况纳入教育职责评价体系，建立健全溺水事件一事一报和责

任倒查机制。在整个专项行动过程中，将定期不定期对各村专项

行动开展情况进行督查，对责任落实不到位、防护设施建设不到

位、巡查值守不到位、隐患排查不到位、宣传教育不到位甚至失

职、渎职，导致发生青少年儿童溺水死亡事故的，以及迟报、瞒

报、漏报溺水死亡事故的，将依法依规严肃追责问责。 

附件：1．六安市叶集区孙岗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专项行

动领导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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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六安市叶集区孙岗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专项行

动工作任务分解清单 

3．孙岗乡 2022 年防溺水联防联控责任部门及工作职

责 

4．六安市叶集区孙岗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专项行

动水域安全隐患排查汇总表 

5．六安市叶集区孙岗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专项行

动水域安全隐患整改落实清单 

6．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倡议书 

 

 

 

六安市叶集区孙岗乡人民政府 

2022 年 5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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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为加强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专项行动工作，经研究，决定成

立六安市叶集区孙岗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专项行动领导小组，

其组成人员如下： 

组  长：沈  忱  乡党委副书记、乡长 

副组长：李光超  乡党委委员、副乡长 

梁婉钰  乡党委委员 

成  员：殷传友  乡党委委员 

杨良俊  乡党委委员 

徐福民  乡安监所所长 

段忠明  乡国土所所长 

徐方旭  乡党政办主任 

潘  亮  乡督考办副主任 

齐坤友  乡民政办主任 

姜  蒙  乡住建办主任 

徐中武  乡农技所负责人 

王  璐  乡卫计办主任、统计站站长 

朱雯可 文化站站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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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传悦 水管所所长 

罗世海 孙岗卫生院院长 

郭相军  孙岗乡派出所所长 

曹昌海  孙岗中心校校长 

陈  卓  孙岗中学校长 

尹楼生  桥店中学校长 

朱久海 玉皇阁村党支部书记、主任 

叶炳林 石龙河村党支部书记、主任 

汪 洋 白龙井村党支部书记、主任 

邹家红 双塘新村党支部书记、主任 

闻庆国 高庄村党支部书记、主任 

罗俊权 长岗村党支部书记、主任 

马炎群 棠店村党支部书记、主任 

方 燕 汪岭村党支部书记、主任 

王文成 塘湾村党支部书记、主任 

周 迪 荷棚村党支部书记、主任 

汤维涛 元东村党支部书记、主任 

汪业祥 孙岗村党支部书记、主任 

詹乃斌 永丰村党支部书记、主任 

黄富贵 陈店村党支部书记、主任 

刘道海 双楼村党支部书记、主任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安监所，徐福民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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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阶段任务 具  体  措  施 责任单位 完成时限 

一、动员部署 

根据全省统一安排，迅速启动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专项行动，结合实际制定细化本地

实施方案，召开会议部署落实。按照重点群体有人监管、重点时段有人值守、重点水

域有警示标识的要求，进一步明确目标任务、责任分工和工作措施等内容，在乡党委

的领导下，推动各村、乡有关二级机构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强化措施、履职尽责，

加强对危险水域的警示监管及防护，健全完善预防溺水专项治理工作联动机制，形成

全社会共同参与、各部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各村、党政办、

安监所、国土所、

督考办、民政办、

住建办、农技所、

卫计办、文化站、

水管所 

2022年4月底前 

二、宣传教育 

1．加强校内安全教育。学校要建立健全校内安全教育提醒制度，利用每天放学前 1分

钟、每周放学前 5分钟、节假日前 30分钟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和防溺水提醒，同时通

过在校内张贴一批主题宣传画报、向家长推送一系列防溺水安全提醒等形式，切实提

高青少年儿童和家长（监护人）的警惕性和自觉性，使学生切实做到“六不”（不私

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

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

自下水施救）。 

各校 2022年9月底前 

2．延伸宣传教育触角。各村和学校要要加大宣传教育力度，通过电视、广播、报刊和

“两微一端”等，开展全方位、高频次的防溺水宣传报道，增强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

通过发放倡议书、一封信等形式，向全社会发出倡议，共同关注支持青少年儿童安全

工作，共同保障青少年儿童的生命安全和健康成长（倡议书附后）；各村要在人群密

集场所，张贴、悬挂一批防溺水安全宣传标语和版面，实现全村全覆盖；要在暑假、

三天以上的节假日、周末等容易发生溺水的关键时段，利用大喇叭等形式循环播报防

溺水安全提醒。 

各村、各校 2022年9月底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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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任务 具  体  措  施 责任单位 完成时限 

二、宣传教育 

3．强化救护技能培训。各学校要把防溺水安全教育作为基础性、常态化工作抓紧抓实，

切实提高学生对潜在危险的认知和应急避险、自防互救能力；会同应急部门、蓝天救

援队等定期组织“溺呛水自救、他救知识”宣传培训，帮助学生、群众学习和掌握正

确的救护常识；会同卫生健康部门将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融入教学规划，加强排查干预，

建立心理危机转介诊疗机制，确保及时诊断、及时治疗。积极推动把学生心理健康纳

入精神疾病治疗机制等工作的总体考虑之中。 

各校、安监所、

卫计办 

三、排查整改 

1．开展一次排查起底。要对辖区内重点水域部署开展常态化、全覆盖、拉网式排查，

填写《“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专项行动”水域安全隐患排查汇总表》（见附件）。摸

清河流、水库、塘坝、机井、建筑工地水池等水域的具体情况，不留死角、不留盲区，

分级建立安全隐患台账，确立清单管理、认领包保责任，确保底数清、情况明。 

2．开展一次整改管控。要对排查出的隐患地段和水域，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

和“谁主管、谁负责”“谁经营、谁负责”“谁所有、谁负责”的原则，建立清单化、

闭环式管理，并填写《“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专项行动”水域安全隐患整改落实清单》

（附后），逐一落实隐患整改责任。对短期内能够排除风险隐患的，要立行立改、立

竿见影、坚决消除风险点；对短期内不能整改的，要及时报告、主动对接，推动问题

得到解决，坚决杜绝“捂在手里”、小事拖大、大事拖炸；对需要长期坚持的，也要

有性目标，最大限度防止发生溺亡事故。 

3．开展一次维护修缮。要完善各类水域防溺水“三个一”设施的设置，包括悬挂一幅

防溺水宣传标语，设置一个防溺水警示牌（要测量水深，将水深、危险程度等要素标

识出来）配备一套简易救生设备（包括带长绳的泳圈、长竹竿、竹梯等）。落实“一

线一栏”，在临水岸边喷涂黄色警戒线，在公共活动水域设置防护围栏，定期巡查、

及时维护、及时修缮，做到安全警示到位、隔离防护到位。 

各村、党政办、

安监所、水管所、

住建办、 

2022年9月底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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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任务 具  体  措  施 责任单位 完成时限 

四、联防联控 

1．加强安全教育和应急演练，提高中小学生防溺水知识和自救施救技能 各村 

2022年9月底前 

2．要加强青少年儿童安全和防溺水公益广告宣传及警示教育。 
各村、党政办、

文化站 

3．要在所属水域设置永久性安全警示牌，安装隔离防护设施和救生设施。 
各村、安监所、

水管所 

4．要加强对留守儿童、困境儿童的防溺水安全教育，摸清辖区各类水体的底子，督促

配备安全巡视员和义务监督员，在事故多发地设置警示标识和防护措施，加强辖区危

险区域的巡查。 

各村 

5．充分发挥村河（湖）长和包村民警熟悉水域、熟悉地形、熟悉情况的优势，因地制

宜设立专兼职巡逻队伍，重点时段要开展不间断巡查，及时发现、制止、劝离嬉水、

游泳人员。 

各村、安监所、

水管所 

6．要加强建筑工地形成的水池、水坑的管理，督促相关业主设立警示标志和防护设施

并及时回填。 
住建办 

7．各村要建立健全防溺水应急值守工作制度，坚持 24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带班制度，

确保一旦发生青少年儿童溺水等安全事故，第一时间组织开展救援，第一时间向主管

部门报告。 

各村 

8．加强舆情监测和应对处置，坚决打击谣言滋事等行为。 各村、党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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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任务 具  体  措  施 责任单位 完成时限 

五、巡查防范 

1．各地要对辖区内所有水域进行责任划分，结合河（湖）长制确定每一片水域管理的

主体责任单位、责任人。水域主体责任单位要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加强

日常巡查。特别要在节假日、暑假期间和高温天气等重点时段，落实全天候值守巡查，

根据水域面积合理设置巡查值守人数，确保每一段、每一片水域都有巡查值守责任人，

并做好巡查值守记录。对青少年儿童经常嬉水、游泳的重点区域，要重点巡查，认真

做好劝阻，坚决防止私自下水。 

各村、安监所、

水管所 

2022年9月底前 

2．水域主体责任单位要充分发挥村河（湖）长和包村民警熟悉水域、熟悉地形、熟悉

情况的优势，因地制宜设立专兼职巡逻队伍，重点时段要开展不间断巡查，及时发现、

制止、劝离嬉水、游泳人员。 

各村、安监所、

水管所、 

派出所 

六、总结提升、

建章立制 

加大对专项行动中好典型好做法的总结和宣传力度，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引领作用，

调动抓工作落实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坚持制度创新，标本兼治，制定预防溺水工作严

管长抓、常态长效机制。 

各村、党政办 
2022年 12月底

前 

七、检查验收 

1．要经常到学校及周边、重点水域检查指导，做到一月一检查、一月一回顾、一季度

一评估，并建立检查台账。要结合自身职责任务开展督导检查，重点检查各水域落实

防溺水措施、防护设施建设、隐患排查整改、应急值守等情况，逐项逐环节开展督查，

建立问题台账，实行跟踪督办。 

各村、督考办、

安监所、水管所 
2023年4月底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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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2  

 

 

一、责任部门组成 

职责部门为各村委会、有关二级机构、派出所、辖区所属学

校。 

二、责任部门工作职责 

（一）各村委会：配合乡各部门开展防溺水有关工作，切实

落实巡查制度，深入排查，及时登记上报。 

（二）党建办：深入开展预防学生溺水宣传报道工作，在溺

水易发时期，增加宣传频次。指导村委会、居委会发挥熟悉当地

情况的作用，在乡党委、政府的领导下，落实水域管理责任，定

期组织对有安全隐患的水域进行排查登记，在水边设立警示标

牌，并建立水域巡查制度。督促村（居）委会与学校进行沟通，

落实安全工作职责，针对学生因毕业或放假脱离学校教育、留守

儿童远离父母监管等薄弱环节，落实好监管职责。充分发挥乡村

干部作用，成立村级救护队，加强协调配合，逐项落实防范措施。 

（三）乡纪委：督促各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共同做好学生

防溺水落实工作。 

（四）乡安监所：定期召开学校安全工作会议，加强对预防

学生溺水工作的研究，及时预警和部署预防学生溺水工作，督促

指导学校开展预防学生溺水应急管理工作，落实安全责任制，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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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生和家长的安全意识。 

（五）乡路长办：加强对道路、桥梁等施工生产过程的监管，

在工程建设施工过程中形成的坑、洼等安全隐患要及时排查整

改，要求施工单位设立警示标牌。 

（六）乡水利所：督促各水利部门和水工程管理单位在其管

辖的水工程范围内，对发生溺水事件可能性较大的区域，设立醒

目警示标志，结合河长制工作，加强日常巡查。 

（七）乡卫计办：及时组织对溺水事故的救治，协调卫生院

配合学校做好预防溺水教育工作，在学校、社区开展急救知识和

技能培训，帮助学生和市民学习和掌握正确的救人自救常识。 

（八）团委：发挥共青团和少先队作用，开展形式多样的预

防溺水教育宣传活动，特别在溺水多发期的暑假多开展健康有益

的活动，丰富学生的假期生活。 

（九）乡妇联：发挥自身优势，组织各类志愿者结对帮扶农

村留守儿童及监护教育存在困难家庭，充分发挥农村留守儿童之

家、农村留守流动儿童活动室作用，开展丰富多彩的教育活动，

加强留守儿童安全教育。 

（十）乡派出所：配合有关部门开展水域隐患排查，加强危

险水域的巡逻，及时劝阻在危险水域游泳的学生，及时组织对溺

水事故的救援，调查事故原因，鉴定事故性质，配合相关部门处

置事故善后工作。 

（十一）辖区所属学校：结合区教育局及乡政府有关工作要

求，专题部署有关工作，建立健全工作责任机制及责任追究机制，

切实做好宣传、家访等工作，具体内容以区教育局安排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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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填报单位：                                                                           填报日期： 

序号 水域所在地点 归属村 责任人 
安全 

隐患数 

安全隐患 

排查人 排查时间 备注 
基础 

设施 

安全

管理

制度 

警示

标识 

救援装 

备设置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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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填报单位：                                                                       填报日期： 

序号 水域所在地点 归属村 安全隐患具体内容 整改措施 整改完成时限 整改负责人 联系电话 督促整改单位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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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各中小学校教师、各位家长和监护人、广大青少年、社会各界的

朋友们以及各相关部门： 

疫情过后，春暖花开。在此，我们向全社会发出倡议，请大

家从现在做起，从自己做起，共同关注支持青少年儿童安全工作，

共同保障青少年儿童的生命安全和健康成长。 

各中小学校以及广大教师，要切实加强青少年安全教育、生

命教育、疫情防控教育、防溺水安全教育，教育青少年学生珍惜

生命、珍爱亲人，向青少年学生传授相关知识和技能，提高孩子

们的避险和自救能力。要严格执行学校规章制度，加强学校安全

管理，严禁学生在校或上学放学期间到河塘堰坝等水域嬉戏或游

泳，严防意外事故发生。 

广大家长和监护人朋友，请承担起你们的监护责任，切实增

强安全意识，引导孩子远离危险。请不要怀有侥幸心理，你们或

许很忙、很累，但再忙再累也别忘了加强对孩子的教育和管理，

与孩子多沟通、多谈心，切勿因为一时的疏忽导致一生的悔恨。 

广大青少年们，宝贵的生命对于每一个人而言都只有一次。

你们是国家的未来，也是父母的希望，要时刻牢记老师的谆谆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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诲和父母的殷切期盼，正确对待挫折，学会面对失败，强大心灵，

敢于努力，不要让挫折和失败，绊住你前进的脚步。请严守校规

校纪，管住自己的手和腿，不参与危险的活动。同时，也要对自

己的同伴负责，要主动劝阻同学和朋友远离危险，让你所珍视的

人受到保护。 

社会各界的朋友们，请保留您的善意，对在危险地方玩耍的

孩子多一点关心、多一点留意；对有困难的孩子多一些理解、多

一份帮助。您的一句劝说、一次帮助或许就会阻止一场意外、挽

救一个生命、拯救一个家庭。 

各地各相关部门要齐抓共管，共筑青少年儿童安全防护网。

教育体育部门和学校要加强安全教育和应急演练，提高中小学生

防溺水知识和自救施救技能，督促游泳馆（池）安全防范措施落

实落细落严。民政部门要指导村（居）委会加强对留守儿童、困

境儿童的防溺水安全教育，摸清辖区各类水体的底子，督促配备

安全巡视员和义务监督员，在事故多发地设置警示标识和防护措

施，加强辖区危险区域的巡查。水利部门要在所属水域设置永久

性安全警识牌，安装隔离防护设施和救生设施；各管理单位组织

专职安全巡查队伍全天候巡查。要加强建筑工地形成的水池、水

坑的管理，督促相关业主设立警示标志和防护设施并及时回填。

应急管理部门要加强非煤矿山企业安全监管，督促企业落实尾矿

库、矿坑防溺水措施；完善溺水事故应急处置预案，确保一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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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险情或溺水事件，能够全力开展救援，最大限度地减少溺亡事

件。文旅部门要加强对辖区内旅游景区景点的管理，在涉水区域

设立警示标志、防护设施和救生设施，并加强巡查监管。自然资

源和规划部门要加强对采砂、取土、取石形成的水域监管措施，

督促及时填埋废弃矿坑。宣传、广电部门要加强青少年儿童安全

和防溺水公益广告宣传及警示教育。 

青少年安全工作需要全社会的关注和支持，需要各地各部门

的配合和协作，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保障广大青少年学生身心

健康和生命安全。 

相信在我们的努力下，孩子们一定会平安、快乐、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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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安市叶集区孙岗乡党政办公室              2022 年 5 月 5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