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冯办〔2023〕23 号

关于印发《冯瓴镇人民政府关于青少年儿童
防溺水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村、中心校、镇直各有关单位：

根据《中共安徽省委教育工委等 10 部门关于组织开展

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专项行动的通知》《安徽省学校安全生

产专项领导小组关于印发预防中小学学生溺水新十条措施

的通知》（皖教秘安管〔2022〕12 号）和《霍邱县 2022 年度

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专项行动方案》（邱办明电〔2022〕28

号）要求，结合我镇实际，制定《冯瓴镇 2023 年度预防青

少年儿童溺水专项行动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

执行。

冯瓴镇党委政府办公室

2023 年 4 月 17 日



冯瓴镇人民政府关于青少年儿童防溺水

工作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生命至上、

安全第一”，认真落实省、市、县要求，全面加强预防青少

年儿童溺水安全教育管理，建立健全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防

护网络，坚决遏制溺亡事件再次发生。经研究决定，2023 年

4 月至 2023 年 4 月，在全镇组织开展为期一年的预防青少年

儿童溺水专项行动。

二、工作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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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牢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屏

障，坚决遏制溺亡事件发生。

三、主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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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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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湖、池塘、坑坝、水

库等危险水域，切实做到“四个全覆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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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强化宣传教育。学校要以班级为单位，每天放学前 1

分钟、每周放学前 5 分钟、节假日前 30 分钟对学生进行防



溺水教育和安全警示教育；校园醒目位置要张贴一批主题宣

传画报；校园广播要循环播放防溺水“六不”提醒语音；校

园电子显示屏滚动播放提醒字幕。乡镇（街道）政府要在主

要交通路口、各类水域、人群密集场所等悬挂防溺水宣传标

语，设立宣传板报（墙报）、警示标牌等；在高温天气以及

暑期、节假日、周末、午休、放学后等溺水高发时段，广播

电视要滚动播出防溺水公益广告和滚动字幕，农村应急广播

或流动广播要循环播报警示提醒。

2.建立清单化管理制度。学校、派出所、国土、水利、

应急管理等部门要对重点水域部署开展常态化、全覆盖、拉

网式排查，摸清河流、水库、塘坝、机井、建筑工地水池、

废弃土坑等水域的具体情况，不留死角、不留盲区，建立清

单化管理制度，按“新十条”要求建立水域主体责任清单（表

一）、安全隐患排除清单（表二）、水域看管责任清单（表三）、

学生包保责任清单（表四）、监护人责任清单（表五）（见附

件 1-5）。

3.开展整改管控机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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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环式管理机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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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开展维护修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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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明水深、危险程度、责任单位、责任人、紧急救援

电话等)，配备一套简易救生设备（包括救生圈、救生绳、

救生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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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压实学生看管职责。学校、学生家长（或监护人）

是学生教育看管的直接责任主体（人）。学校要建立校领导、

班主任、学科老师结对包保制度，将每名学生包保到人，并

定期对包保责任人履职情况进行督查。包保责任人要按规定

落实教育、提醒、监护等工作。学生家长（或监护人）是学

生非在校期间安全第一责任人，要切实担负起学生安全监护

职责。对不依法履行监护职责的家长（或监护人），乡镇（街

道）政府、公安机关要依法予以训诫，并责令其接受家庭教

育指导。

6、完善家校社协同共管机制。学校要在 4 月底前召开

一次防溺水专题家长会，对学生家长（或监护人）进行防溺

水工作培训，并持续通过家访、电话、短信、微信等形式，

经常性提醒家长（或监护人）加强看护。乡镇（街道）政府、

村（居）委会要组织干部深入辖区内每名学生家庭，通过面

对面谈心谈话等方式，了解家长（或监护人）防溺水知识知

晓度以及家庭责任落实情况，常态化督促家长履行监护职责。

7、建立巡查防范长效机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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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督促水域主体责任单位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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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村充分发挥镇村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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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劝离游玩、戏水、游泳人员。派出所要完善落实反应灵敏、

合成高效的溺水类警情应急处置机制，加强救生装备配备，

确保能够快速高效应对各类突发事态。

四、有关要求

1.加强组织领导，责任落实到位。各村、各部门要认真

贯彻落实省委“一改两为五做到”部署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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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提高政治站位，压实工作责任。防溺水事关广大青少

年儿童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各学校要从对学生生命安全

高度负责的角度出发，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认清工作形势，

高度重视教育防范青少年儿童溺水工作。

3.强化部门协同，狠抓措施落实。要迅速部署，成立专

班，加强部门协同，狠抓工作落实。要加强部门的联防联动，

形成工作合力。要注重发挥学校和村级的作用。要积极探索



推广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的有效方法，提升工作质量。要充

分利用各种宣传媒介，加大宣传力度，加强教育引导。要及

时总结、宣传、推广先进典型和经验做法，积极营造全社会

防范青少年儿童溺水的宣传氛围。

4.加大督查力度，强化结果运用。镇将组织督查组采取

“四不两直”方式，对各村、各学校专项行动开展情况进行

抽查（每年不少于四次）。对安全管理不到位、工作责任不

落实、隐患整治不彻底导致事故发生的，突发事件信息不报、

漏报、迟报、瞒报的，依纪依规严肃追究责任。



附件 1

冯瓴镇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专项行动

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王正维（党委副书记、镇长）

副组长：朱道兵（副镇长）

何德莉（副镇长）

成 员：余世彬（人大主席）

李庆琼（党委副书记、统战委员）

陈德卫（政协工委主任）

王圣新（一级主任科员）

吴言松（纪委书记）

谭文婷（组织委员）

王振铎（宣传委员）

周福全（政法委员）

李维晚（武装部长）

胡中环（副镇长）

张 静（人大副主席）

朱玉泉（中心校校长）

邵长胜（派出所所长）

陈亮（卫生院院长）



安宁（司法所所长 ）

袁林（应急所所长）

戴威（水利站站长）

各村书记

领导组下设办公室，朱玉泉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