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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设施保障，还是应急救援，其实
都是一种外力的“加持”。业内人士表示，最
根本的还是市民自身要有安全防范的意识，
或者有足够扎实的游泳技能和自救经验。
否则，亡羊补牢总会显得慢一拍，结果往往
是令人遗憾的。

“很多人都说，这条河我游了好多年，太
熟悉了，没事的。”宁波市水上救生协会理事
会成员、负责救生培训的指导老师陈海涛
说，这句话无论从理念还是实际情况看，都
是有问题的，水下情况是会变化的。

陈海涛举了个例子，比如经常在千岛湖
举行的公开水域竞赛项目，每次比赛前，都
会有专人摸排水下情况，不可能说去年水下
看过了，今年就不会看。再说了，在一些公
开水域，阳光充足，气温一高，藻类滋生，市
民被水草缠住的事并非没有发生过。

“即便是月湖水域，也是出过事的。”陈
海涛说，这还是在市区内湖，如果是那些偏
远的水库、江河，危险性更大。这其中最主
要的一点，就是水下情况不熟悉，又很难被
发现，救回的可能性很小。

“如果一定要在户外游泳，最好有同伴，
不要单独下水，还要携带救生器材和通讯设
备。”业内人士介绍，有时候哪怕是一个小小
的水浮，也能发挥关键的作用。同时，一定
要挑选安全的地点，提前关注天气状况，不
能贪图一时爽快而贸然下水。

记者 马涛

游泳健身是好事
野泳实在太危险
期待政府、企业和民间的多维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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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清晨，月湖成了天然泳池，数以百计的市民在这里游泳。昨天，本报刊发了
《禁不住的月湖“泳池”，“无处安放”的游泳热情》一文后，引发了市民较大的关注，大
多数人认为：游泳健身是好事，可如今许多河道都不让游泳了，那该去哪里游？

更多人关注到了野泳的危害性。“都去游泳池是不现实的，很多人就近下水，容易
出事。”对于划定专门水域的建议，不少市民认为：“是一个好的方向，如能有政府引
导、企业和民间公益力量的介入会更好。”

采访中，记者发现，相关政府部门也意识到这一“供需矛盾”的存在，也在结合本
地实情作出探索性的改变。同时，应急部门也在开展针对性的训练，救生力量向水域
救援有所倾斜。

“就安全性来说，月湖游泳算是好的，最危险的是野泳，尤其是乡下河道、水库。”市
民陈先生曾是余姚大隐的一名体育老师，也是游泳爱好者。他说，独自下水、水性不好、
毫无防护装备、陌生水域……是容易出事的几种状况。

陈先生也有野泳的经历，不过他都做足了功课：“天气不好就算了，下水前要热身，
下水初期也可以泡一下，适应水温了再开始游……”同时，他也抱怨，游泳池馆一般都在
市区，村镇的老百姓要游泳，不可能到市区收费的场馆去。

“只要不是‘发烧友’，游泳就不是非去不可的，但游泳早就是中考体育考试项目了，
可以想想，那些村镇的学生是不是都去了游泳场馆呢？”陈先生说到这，也寄望于能有专
门的水域可供游泳，既安全又文明，还能营造“全民健身”的氛围。

网友“么么图”在评论中也提出了建议：“现在‘五水共治’后，很多地方的河道可以
下水游泳了，是不是由政府划设一块水域，财政适当支持，再招募有潜水、救援经验的民
间志愿者进行看护，哪怕购票进场，只要票价合适，应该还是很有市场的吧？”

这一想法得到了许多网友的“点赞”。“现在很多领域都是企业运营、政府补贴、群众
付费的形式，游泳也并不是不可以，只是暂时没有人做出规模和成效来而已。”另有网友
表示，即便不能将所有的野泳者囊括其中，也能最大限度地降低事发概率了。

期待政府、企业和民间的多维介入

数日前，在余姚网红景点龙鳞坝下游溪道，一名租住在附近的男子在水中游玩时不
慎溺水。据称，龙鳞坝莫名走红，让当地相关部门很有压力，“安全防护措施都不够，并
没有打造成景点的想法”。

据记者了解，频发的溺水事故，一直都在警方的关注视野内。资料显示，冬夏两季
是溺水警情高发时段，特别是7月份会达到峰值。梳理2018年1月至2019年5月的数
据，可知在成年人溺水事件中，野泳高居第一位。

“这其中，村镇河道、城区江河是成年人溺亡高发水域。”警方相关人士透露，与此相
对应的是，慈溪、余姚、鄞州、北仑、象山等地溺水事件多发，与这些区域的村镇区域较
大、流动人口较多有关。

另有资料显示，节假日是溺亡高发时段，在所有溺亡的学生中，发生在假期的占比
达85.7%。其实，现在各级学校无论是在课时还是放假前，都会加强防溺水教育，但很少
有模拟演练、操作练习的实践，让学生处于一知半解的状态。

警方表示，未成年人、流动人口、农村人口、中老年群体大多对野外水域的危险性认
识不到位，对自身的游泳技能和体力盲目自信，对水体缺乏敬畏之心，遇到突发状况就
不知所措。

成年人溺水事件中野泳居第一

针对频发的溺水险情，许多基层部门也
在积极探索可行的方案。比如，海曙古林镇
礼嘉桥村，就在过河桥梁两侧和临河道路一
侧都安装有1米多高的护栏，共有61个埠
头以后会被护栏与河面分割出来，防止人员
溺水。

镇海区九龙湖镇则用上了人工智能，防
溺水“专员”24小时在岗，及时提醒市民远
离危险水域。该镇武装部长吴甬明说，他们
与移动公司合作，利用一款智能声光警戒摄
像头对人脸进行AI识别，可以辨认人体动
作，只要有人下水，就会被警报声“打断”。

“如果自动警报没有用，后台监控室还
可以对现场进行人工喊话。如果还是没有
效果，就会派人现场处理。”吴甬明说，监控
后台直接连接到当地派出所监控室，一旦摄
像头发出警报，值班人员会第一时间发现，
保安、巡逻人员等数分钟内即可到达现场。

作为应急救援的主力军，消防部门也在
今年开始着力加强对水域救援的针对性训
练。宁波市消防救援支队司令部战训科孟
参谋说，除了对一些适合水域搜救的装备进
行升级换代外，也挑选一些水性好的队员进
行专门的训练。

“主要是静水和急流两方面，水域救援
的话，不仅要有动力艇、橡皮舟，潜水服、救
生绳等肯定要更专业了。”孟参谋表示，为了
朝实战看齐，许多队员都是在丽水进行训
练，那里有更合适的水情复杂的水域坏境可
供适应。

基层部门和救援机构
也在探索经验

提醒：
切勿独自下水
还要携带救生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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