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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川 省 教 育 厅 
 

四川省教育厅 

关于开展防范学生溺水工作的紧急通知 
 

各市（州）教育行政部门，各高等学校： 

近期，“五一”小长假期间，南充市、攀枝花市相继发生高

校、中小学生溺亡事件，甚至有一次性溺亡 3 名学生事件，令人

十分痛心，警醒刻不容缓。根据省领导批示和厅领导指示，现就

开展防范学生溺水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提高站位，切实增强防范学生溺水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

感 

溺亡历来是我省学生意外死亡第一大杀手。当前，天气转暖

转热，加之进入汛期，已逐步渐进到防范溺水工作的重要时段。

2020 年 6 月 21 日，重庆市潼南区 8 名小学生溺亡事件发生后，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了重要批示，要求进一步加强校园、社会少年

儿童安全防护工作。各地各校务必牢记“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

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的根本要求，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坚持“生命至上、以生为本、依法治理、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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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家校联动、齐抓共管”原则，厚植“生命不保、何谈教育，

隐患不除、何谈安全，治理不力、何谈发展”安全理念，把强化

预防学生溺水安全作为做到“两个维护”的具体举措，以高度的政

治责任感和极端负责的工作态度，扎实开展和推进教育防范学生

溺水专项行动。 

二、多措并举，扎实推进防范溺水工作 

（一）坚持问题导向，提升预防溺水针对性。各地各校要认

真分析总结本地本校近年来学生溺亡事故特点，突出重点防范区

域、重点对象、重点时段。一是要针对溺亡事件在盛夏、小长假、

周末、暑期易发高发特点，顺应季节需要调整教育重点；二是要

对沿江沿河、湖泊水库特别是农村偏僻水塘易发多发特点，重点

关注水域、水系发达区域学校或农村学校学生；三是针对留守学

生溺亡多发特点，重点加强小学高段到初中学生防溺水教育，强

化家长共育的实效性；四是要对了解发现的部分河塘警示标志缺

失、巡视巡查缺位的问题，提请基层政府组织将预防学生溺水纳

入社会治理和公共安全统筹监管。 

（二）坚持教育先行，上好专题宣教课。各地要结合省级地

方课程《生命.生态.安全》，将防溺水安全教育融入课堂、纳入

课程、列入考核。并将课堂教育与体验教育紧密结合，使防溺水

“六不”要求入脑入心。要教导学生科学施救、正确施救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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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增强学生安全意识、规范学生行为习惯。坚持不懈抓好安

全教育“开学第一课”“每天放学前一分钟”“每周放学前一刻钟”

“每学期（包括法定假日）放假前一节课”。各高校要采取多重

方式开设防溺水警示教育，将防溺水教育从学生野泳拓展到学生

结伴踩水、戏水、失足落水以及遭遇汛期、水情的防范范畴，着

力提高预防预判、警示提醒工作的针对性。 

（三）坚持家校共育，开好一次家长会。各级各类学校要通

过短信、微信、家校通等形式，及时、积极向家长和学生发布预

防溺水的预警信息。暑期放假前再次通过组织召开防汛防灾、防

溺水专题家长会，增强家长安全意识、责任意识，通过“告家长

书”（中小学必须反馈家长签字回执到校）、微信、QQ 家长群、

微信公众号、关注发布、有线电视宣传等多种途径、多种形式，

引导家长切实履行监护责任，了解孩子假日结伴玩耍、出行活动

路径、安全状况等内容。提示提醒家长假日不携同子女前往地质

灾害易发多发等存在安全隐患或危险境地旅游、活动。 

（四）坚持自我管理，建立相互提醒机制。各中小学要积极

探索建立学生“互知、互爱、互学、互警”防溺水机制，按学生

归家路途、居家远近划分“联防小组”，发动一批品行良好、自

律规范、责任感强的同学，作为“联防小组”的小组长，建立相

互监督、相互提醒的预防溺水公约，落实“六不”防溺水基本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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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在行课期间发现小组成员违反“六不”规范的，及时向教师

报告，在假日期间及时向家长报告。着力通过小组成员间的联防

联控，组长（组员）与家长及教师间的信息畅通，协力织牢织密

防溺水网格化管理防护网。 

（五）坚持部门协同，抓好隐患大排查。各级教育行政部门

要积极会同公安、水利、自然资源、应急、卫健等部门探索建立

健全防范学生溺水事故联动机制。指导督促各地政府按“分级办

学、分级管理”的责任层级，组织力量加强对本区域内水库、河

流、山塘、湖泊等重点水域风险隐患排查、治理，监测、预警等

工作。及时在危险路段及水域设置安全警示标牌，设立安全隔离

带、防护栏等防护措施。充分发挥乡镇村社、企事业单位、群团

组织和学生家长的积极性，加强日常巡查，实现信息资源互通共

享，协力建设防溺水工作风险管控和自查、自报、自改的隐患排

查治理体系，做到及时发现险情，及时消除隐患。完善、细化溺

水应急处置预案，做到分工明确、责任到人、常抓不懈，确保一

旦发现险情，能高效开展救援及处置工作。要将防溺水工作与汛

期防灾减灾工作紧密联系，强化特殊时期、特殊时段的防溺水工

作特殊需要。 

（六）坚持目标导向，提升学生自救施救技能。进一步巩固

2020年教育厅与省体育局联合开展的防溺水种子辅导员培训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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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着力构建全省教育系统防溺水安全教育新体系，推进种子辅

导员成为全省防溺水安全工作的宣传员、救生员、监督员骨干力

量，帮助本地本校学生有效掌握防溺技能，学会自救自护。 

 

 

 

四川省教育厅 

                          2021 年 5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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