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屈原管理区学生安全专业委员会办公室
屈学安办发〔2024〕1号

屈原管理区 2024 年度预防学生溺水工作

实施方案

随着夏季的到来，学生溺水事故的风险也随之增加。为

扎实做好预防学生溺水工作，坚决遏制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保障学生生命安全，按照岳阳市教育体育局《关于切实做好

全市学校防溺水教育工作的通知》{岳教体通〔2024〕32 号}

要求，参照省学安委办公室《关于在全省开展 2024 年预防

中小学生溺水专项行动的通知》{湘学安委办〔2024〕4 号}

精神，结合我区实际，特制订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学生安全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幸福，也关系到整个社会的

和谐稳定。为此，各级党委、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和各学校

要切实提高工作站位，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

理念，深刻认识到溺亡事故的危害性和做好预防溺水工作的紧

迫性，增强责任意识、风险意识、安全底线意识。要在思想上

真重视，责任上真担当，行动上真落实，紧盯重点时段、重点

水域、重点人群，把预防溺水各项措施落实落细，最大限度减



少一般溺水事故发生，坚决杜绝发生较大及以上溺水事故，实

现中小学生溺水事故起数、溺亡人数持续“双下降”。

二、工作要求

（一）扎实开展防溺水安全教育

区教育体育局牵头督促指导各学校将防溺水教育纳入

年度学生安全教育课程的重要内容，通过讲座、视频、板报

等方式加强宣传教育，提升学生对水性的认知和理解，使学

生识别不熟悉或不明水域、无安全设施水域等的复杂性、危

险性。各中小学校要在暑假前完成防溺水“十个一”教育活

动（看一次防溺水教育专题片、挂一张图、唱一首歌、发一

封信、上一节课、写一篇作文、开一次主题班会、开一次家

长会、搞一次演练、做一次家访），全面普及防溺水“七不

两会”（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

家长或教师陪同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和无救援人

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在上下学的途中

下水游泳，不识水性的学生不下水施救，发现险情会相互提

醒、劝阻并及时呼救和报告，会基本的应急自护、自救方法）

安全常识。各学校要大力组织开展防溺水知识竞赛和应急演

练等活动，提高防溺水“七不两会”等安全常识的知晓度和

参与度，要求学生对防溺水“七不两会”内容人人过关、入

脑入心。各学校要严格落实“1530”安全教育（每天放学前

1 分钟、每周放学前 5 分钟、节假日放假前 30 分钟安全教育



和防溺水提醒）和节假日“一日一提醒”制度，切实提高家

长及青少年儿童的警惕性和自觉性。

各成员单位要在主要交通路口、周边水域、人员密集场所

悬挂标语，设立预防溺水宣传墙报（板报）等。要协调发动各

类媒体、“村村响”广播，广泛开展高频次、全覆盖预防溺水

宣传教育。

（二）切实加强防溺水家校联系。

1.学校要以班级为单位，通过专题家长会、家访、家校

联系册、电话、短信、微信、QQ 等多种家校联系方式，加强

防溺水安全提示，特别是暑期要加大密度频次，督促提醒学

生家长或其他监护人切实履行安全教育和日常监管责任，学

生外出时家长要做到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

2.学校要将《关于预防学生溺水致全市中小学生家长的

信》（见附件）印发到每一位学生家长的手中，要求家长有

回复、有回应、有回执，确保家长尽知、尽管、尽责。各学

校要及时发现并处置学生上课时间旷课、住校时间离校、请

假外出未按时返校等情况，及时与家长沟通，确定学生去向，

确保学生安全。

3.学校要引导家长增强自身防溺水意识，严防家长带孩

子外出游泳、游玩、戏水、钓鱼、摸螺或参与农业生产等活

动时发生溺水事件。

4.学校要加强与居住在危险水域附近学生、经常游泳戏



水学生、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等重点关注学生的家长或

监护人联系交流，及时了解并掌握学生的生活学习和心理状

况，给予学生更多的亲情关爱。

（三）加强重点水域隐患排查与管理

区学安委要督促水利、农业农村、住建、文旅、自然资源

等相关部门以及乡镇（街道）、村（社区），严格按照“属地

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谁审批、谁负责”“谁

经营、谁负责”的要求，以城乡结合部和农村学校（教学点）、

村庄周边和学生上下学沿途水域为重点，加强辖区内河流、水

库、湖泊、池塘、沟渠、水坑等各类水域安全管理，根据危险

性评估风险等级，制定与其危险性相符的巡查管理措施，明确

危险水域管理人、巡查人、巡查时间、巡查频次等，做好隐患

排查整改，及时在危险水域周边设置安全隔离带、防护栏等。

要落实好一块警示牌、一个救生圈、一根救生绳、一根救生杆

“四个一”建设，加强对学生上下学、节假日等重点时段的巡

查频次，及时阻止、劝离私自游泳和戏水的学生。要加强科技

赋能防范学生溺水工作，推进重点水域无人机巡查、视频监控

高清化、智能化联网等，推动重点水域管理部门积极探索、推

进智感安防区建设，拓展前端感知能力和信息采集能力，通过

“人防＋技防＋物防”叠加互补的方式，强化重点水域岸线的

管理，提升溺水预警处置能力。

（四）健全完善联防联控机制



各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及有关部门要按照“属地管理”

和“一岗双责”“党政同责”的要求，切实加强对中小学、

幼儿园防溺水工作的组织领导，严格落实党政一把手责任制，

从人力物力财力上予以保障。进一步完善党委政府领导、部

门协作、社会参与、家校联防的责任体系与工作机制，健全“县

市区、乡镇、村委会、家长”与“教育局、学校、班主任、家

长”的双线预防责任制，抓实抓细预防学生溺水工作，管住水

域、管好学生。要充分发挥学安委平台作用，把防溺水工作摆

到重要议事日程，专题研究部署 2024 年预防学生溺水工作，

进一步明确任务清单，细化工作措施。要定期组织召开会商例

会，分析研判形势，坚决落实防溺水工作部门监督责任、属地

管理责任、学校教育责任、家长监护责任，确保责任到位、人

员到位、措施到位、效果到位，全面筑牢织密学生安全防护网。

三、工作任务

以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防溺水二十条”和“湖南省

防范学生溺水工作责任清单”为依据，全面落实各自责任，

推动学生防溺水工作落实到位，筑牢防溺水防线。

乡镇（街道）、村（社区）：要加强与有关水域主管部

门沟通联系，负责组织对辖区内河流、湖泊、水库、池塘、沟

渠、水井、蓄水池、积水坑、废弃矿井等所有危险水域进行全

面排查并逐一建立台账，确保一村（社区）不落、一坑不

漏，明确每处水域的责任单位、责任人、巡查人和联系



方式。对排查发现的安全隐患问题要迅速制定整改方案，落

实整改责任和措施，确保限期整改到位。

教育体育局：统筹推进防范学生溺水工作，加强调度部

署，完善考评机制，每年组织开展防范学生溺水专项行动。

督促指导各级各类学校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建立健全防范学

生溺水安全管理制度，扎实开展防范学生溺水安全警示教育

（看一次防溺水教育专题片、挂一张图、唱一首歌、发一封信、

上一节课、写一篇作文、开一次主题班会、开一次家长会、搞一

次演练、走一次家访活动）“十个一” 活动，4 月－10 月学生

在校期间每月安排1 课时开展防溺水安全教育并纳入教育教

学考核，提高广大学生安全意识与知险避险、自救自护能力。

指导所属体育场馆面向中小学生开放游泳场所，加强安全检

查和管理。指导学校开展游泳技能及自救互救技能培训，加

强学生游泳安全宣传教育。

宣传部：将防范学生溺水列入宣传工作计划，在每年 4

月－10 月，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新闻媒体，制作

播放公益广告，加强学生安全宣传，营造防范学生溺水良好社

会氛围。

政法委：将防范学生溺水工作纳入平安建设（综治工作）

考评内容，引导和推动各级各部门落实防控责任，维护学生

生命安全。

科工局：每年 4 月-10 月协调组织电信、移动、联通等企

业，以短信形式发送防学生溺水提示信息。



公安局：明确驻村（社区）辅警学生防溺水安全管理职责，

开展暑期防溺水宣传教育，参加防范未成年人溺水工作联合巡查。

为乡镇派出所配备救生圈、救生衣、救援绳等救援设备，加

强民警、辅警溺水救援教育培训，积极参与学生溺水事故救

援并组织指导现场处理。会同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严厉打

击非法采砂、取土以及对塘坝任意改造等违

法行为。

民政局：统筹推进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重点针对农村留

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完善关爱服务体系，健全救助保护机制，

依托村（社区）“儿童之家”，加强防范溺水安全教育。压

实乡镇（街道）儿童督导员和村（社区）妇联主任职责，及

时发现家庭监护缺失和暂时无人监护的农村留守儿童、困境

儿童，指定近亲属代为监护或按法定程序由民政局临时监护。

自然资源局：督促有关地方对闭坑矿山遗留的坑、洼、

塘进行回填或设立安全警示标志和安全隔离带、防护栏(网、

墙)等防护设施，并摆放救生圈、绳索、竹竿等应急救生物

品。配合有关部门加强开采砂石土等采矿场所安全管理。

住建局：加强所监管的房屋建筑、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形

成的水池、水坑管理，督促建设、施工及相关企业加强施工

安全管理，及时回填危险水池、水坑，无法回填的设立安全

警示标识和防护设施。

城管执法局：加强所监管的城市公园内涉水区域安全管

理，设立安全警示标志，加强巡查管理工作。

交通运输局：加强码头、安全巡查管理，加强公路、水



路等交通基础设施施工生产过程监管，排查整治相关工程建

设过程中形成的坑、洼、塘等安全隐患，要求施工单位设立

安全警示牌。

水利局：加强河流、湖泊、权属水库的安全监督管理，

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原则，建立健全管理机制，在易发

生溺水安全事故水域设置安全警示标志，配合有关部门或单

位加强溺水隐患排查整治和巡查管理工作。

文旅广局：指导各景点加强内部水域管理，排查整治溺

水隐患，设置安全警示标志及护栏，安排专人巡察，开展应

急演练。

卫健局：建立完善公众急救技能知识普及机制，配合教

育体育局和学校开展急救知识和技能培训，帮助学生掌握正

确的救护常识。组织医疗卫生力量第一时间赶赴学生溺水现

场进行救援， 及时启动绿色通道进行紧急医学救援。

应急管理局：发挥安委会办公室的综合协调作用，指导

参与学生溺水事故应急救援，依法组织指导有关学生溺水事

故的调查处理。将防范学生溺水工作纳入安全生产考核体系。

指导督促工贸企业设置涉水生产区域的安全警示标志和健全

防护设施，消除安全隐患。

团区委：开展形式多样的防范溺水宣传教育活动，组织

开展更多健康有益的活动，丰富学生的假期生活。充分发挥

青年志愿者的作用，开展关爱农村留守儿童活动。积极发动

团员青年参与防溺水宣传提醒、劝导和巡查工作。

妇联：发挥妇联执委和村（社区）家长学校作用，开展



暑期防溺水主题家庭教育、安全知识宣传和儿童关爱活动。

配合民政局结对帮扶农村留守儿童。

关工委：发挥新时代老同志的优势和作用，开展关爱帮

扶困境青少年等工作，组织“五老”积极参加防范未成年人

溺水工作联合巡查、宣传教育与监督工作。

后附:《关于预防学生溺水致全市中小学生家长的信》

屈原管理区学生安全专业委员会

2024 年 5 月 8 日



关于预防学生溺水致全市中小学生家长的信

尊敬的中小学生家长朋友:

溺水是造成中小学生意外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目前,天气逐渐变热,溺水又将进入

易发高发时期,希望广大家长务必增强安全意识和监护意识,切实承担起监护责任,加强

对孩子的教育和管理,特别是加强放学后、周末、节假日和孩子结伴外出游玩的管理,经

常进行预防溺水等安全教育,给孩子传授相关知识和技能,不断加强孩子安全意识和自我

保护意识,提高孩子们的避险防灾和自救能力,严防意外事故的发生。

要重点教育孩子做到“七不两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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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上下学的途中下溪、河等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发现险情会相

互提醒、劝阻并及时呼救和报告;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尤其要教育孩子遇到同伴溺

水时避免手拉手盲目施救,要智慧救援,立即寻求成年人帮助。

学生安全工作需要各方面尽心尽责、密切配合、齐抓共管。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为

保障广大中小学生平安健康成长而努力。

祝您的孩子平安、健康、快乐！

岳阳市教育体育局

2024年 5月 7日

防溺水一封信回执

学校已通过 家访、 召开家长会、 邮寄、 微信、 其他方式（请在

处划√），将《关于预防学生溺水致全市中小学生家长的信》交给我。我认真阅读了信

件内容，了解预防溺水相关要求，一定承担起监护责任，确保孩子的安全。

学校名称： 班 级：

学生姓名： 家长（监护人）签字：

2024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