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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柴胡店镇委员会
柴胡店镇人民政府

2023 年“同心防溺水”专项行动工作方案

机关各相关单位、镇直各相关部门，各党总支、村：

为深入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弘扬“生

命至上、安全第一”的理念，加强预防未成年学生溺水工作，

全面遏制溺亡事件发生，根据《山东省教育厅等 7部门关于

印发 2023 年“同心防溺水”专项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及枣

庄、滕州两级市防范未成年人溺水工作专班有关通知要求，

经镇党委政府研究决定，结合我镇实际，决定在全镇组织开

展 2023 年“同心防溺水”专项行动，特制定工作方案如下。

一、目标要求

坚持“预防为主、源头治理、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失

职追责、尽职免责”的原则，全面压实教育、管理、监护责

任，建立完善村级属地负责、部门各司其职、社会齐抓共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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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长效工作机制。全面加强防控工作措施，做到重点水域、

危险水域有电子提醒及监控防护设施、警示标志，重点时段

有人看守，重点人群有人监护或代理监管，实现安全责任全

覆盖、安全教育全覆盖、安全风险评估全覆盖、隐患排查整

改全覆盖、联防联控联管全覆盖，最大限度减少未成年人溺

水事故发生。

二、工作步骤

“同心防溺水”专项行动自 4月启动至 12 月底结束。

（一）动员部署（6月 1日前）。启动“同心防溺水”专

项行动，制定实施方案，成立镇防溺水专班，进一步明确目

标任务、责任分工和工作措施等内容，全面做好本辖区防范

未成人溺水专项行动的部署发动。

（二）组织实施（10 月底前）。各学校要加强防溺水常

态化宣传教育，通过学习《防溺水安全教育学习手册》强化

防溺水知识学习；落实“1530”安全教育提醒机制，利用枣

庄市学校安全教育平台定期向家长发送周末和节假日安全提

醒；通过家委会、家访、结对帮扶等方式，加强对外来务工

家庭子女、单亲家庭子女及留守儿童等重点群体学生的教育

提醒。镇防溺水专班在镇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紧盯安

全责任落实、紧盯关键时间节点、紧盯关键防控措施、紧盯

重点危险水域、紧盯重点学生群体，强化家校监督，压实属

地责任，强化人防建设，多方联动织牢织密防溺水安全网，

切实保障未成年人生命健康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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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督导检查（10 月底前）。镇专班通过“四不两直”

方式，对各村、各单位防溺水工作进行督导检查，确保安全

隐患排查整治及“同心防溺水”专项活动落到实处，见到实

效。持续完善“现场督查--通报--隐患整改--动态跟踪”防

溺水督查机制，落实“一事故一核查一通报”制度。

（四）总结提升（12 月底前）。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示范

引领作用，对专项行动开展过程中的先进做法，加大经验总

结和宣传力度。对优秀防溺水宣传教育作品、学习竞赛、主

题优质课等进行表扬，调动各预防未成年学生溺水机制成员

单位、各学校幼儿园抓工作落实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三、行动内容

（一）召开一次会商研判会议。镇防溺水专班每月至少

要召开一次防溺水工作调度会议，结合本镇实际，认真分析

形势，研究防范措施，按照职责分工，制定完善防溺水工作

各项规章制度，联合开展防溺水教育宣传各项活动。统筹部

门和村级力量，建立分片包干督查机制，完善定期会商、联

合整治、相互提醒等防溺水工作督查整治机制。

（二）组织一次水域安全隐患排查。各部门、各村要对

辖区内河道、山塘、水库、水坝、沟渠、洞坑、废弃矿井等

重点水域进行全面排查，在去年排查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细

化台账，设立警示标志，做到底数清、情况明，建立健全各

类水域安全风险评级制度，对旱季为坑雨季为塘的地点，结

合季节性特点落实分类管理，对重点危险水域要集中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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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有针对性的落实巡查防护。凡是学生常去玩水的地方，

要设提示标识；凡本辖区内发生过溺水事件的水域，竖立“溺

水多发地”标识标牌；凡是水深高危水域，要设警示标语；

凡是开放性危险水域，要指定专门看管，做好日常巡查，休

息日、节假日要增加巡查次数，严防发生溺亡事件。在重要

时间节点加大巡护频次，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防护网织的

更密、更细、更实。

（三）组织一次简易施救设施更新。坚持预防和应急并

举，完善各类水域防溺水“三个一”设施的设置，即：悬挂

一幅防溺水宣传标语，设置一个防溺水警示牌（将水深、危

险程度等要素明确标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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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村要对本村内水域长绳、竹竿、救生圈、救生衣等必

要的救护设施进行一次全面清查，对因质量问题无法正常使

用的要立即更换。应急部门要组织开展溺水事件应急演练，

明确溺水事件处置流程，确保参加救援的人员能够正确使用

救生绳、救生杆、救生圈等救生设施。

（四）建立一个同学相互提醒机制。各中小学校要根据

学生家庭住址进行分组，成立防溺水“联防小组”，建立相互

提醒机制，小组成员之间相互交流防溺水知识，对于学生私

自违规下水玩耍和到危险水域冒险行为，小组其他成员要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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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向老师反馈，以便及时制止，防止危险发生。各学校要认

真落实“三包靠”制度，学校班子成员包级部、级部包班级、

老师包学生，对班内农村学生、留守儿童和家中无人照管学

生，要做到“一对一”包靠，建立包靠台账，熟知包靠学生

家庭情况。特别是班主任要包靠重点学生，任课教师包靠其

他学生，实现第一监护人在工作日内无法直接照看的学生包

靠全覆盖。

（五）组织一次全覆盖式宣传发动。各部门、各村要积

极营造防溺水宣传氛围，把防溺水安全教育活动从学校延伸

到家庭、村居，采取多种形式对学生、家长和居民进行安全

教育、警示教育，做到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要通过家长会、

《致家长的一封信》、微信群等多种形式，提醒家长落实监护

责任，做好学生上放学、周末和节假日等离校时段的监护陪

伴。要通过新闻媒体、两微一端、宣传栏等载体，进一步加

大防溺水工作公益宣传力度。在道路主干道两侧、镇村驻地、

危险水域周边悬挂宣传横幅、设立警示教育图板，利用村居

“大喇叭”广播进行警示提醒。

（六）开展一次优秀作品征集和优质课评选。围绕防溺

水主题，面向全镇学生征集优秀作品，包括征文、绘画（含

设计）、短视频三大类别，实现防溺水安全文化优秀作品共创

共享、繁荣发展，营造浓厚的安全宣传氛围。开展安全教育

优质课评选活动，引导教师不断提高防溺水安全课教学科研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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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召开一次防溺水专题家长会。各中小学校要采取

线上线下等形式，在国家法定节假日、暑期等重要时间节点

前和暑假期间，至少召开 1次防溺水专题家长会，增强家长

安全意识和责任意识，切实担负起监护责任，对孩子行踪要

做到知去向、知归时、知同伴、知内容。各中小学要提前将

家长会时间和要求通知到每一位家长，确保所有家长和监护

人参加会议。要及时收集、统计家长参会情况，对因故不能

参加的，要通过微信、电话等形式做好回访和交流，做到不

漏一所学校、一个年级，不落一名学生、一个家庭。

（八）组织上一堂防溺水专题课。省级层面将继续开展

“同上一堂防溺水课”系列直播讲座活动，邀请专家开展线

上直播讲座，提升学生安全应急防护能力，各学校要严密组

织，确保收听收看率。各学校结合学生实际，采取易于为中

小学生接受的方式，在日常安全教育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

组织防溺水专题课。要采取案例教学、情景再现等体验教育

方式，让学生充分感受到溺水的严重危害，受到警示震慑。

要反复提醒学生，远离危险水域，遇到他人溺水要沉着应对，

准确认识和评估风险，以最快速度寻求成人帮助，不要贸然

盲目施救，教育学生严禁在事故发生时通过手拉手方式救援，

避免引发更大悲剧。

（九）开展一次警示教育。各学校要结合专项行动，采

取线上线下形式，全覆盖组织学生及家长观看《山东省中小

学生防溺水事故警示片》，学习《安全事故典型案例汇编》，



- 7 -

让每所学校、每名学生及家长从溺水事件中吸取教训、受到

警示，确保每一个学生都能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教育

部门会同广电部门因地制宜，制作防溺水教育警示片，持续

引导学生和家长观看，特别是暑假前重点节点期间，要天天

播、班班放，持续强化学生及家长安全防范和监护意识。

四、工作要求

（一）思想高度重视，认真组织。成立书记、镇长任双

组长、副书记任副组长的工作专班，建立“纵向到底、横向

到边、上下联动”责任体系，持续加大财政投入，多方筹措

资金保障隔离设施以及电子围栏等配备，加强过程管理和日

常管理，确保责任落实。镇防溺水专班成员要把防溺水工作

当做一项政治任务、民生工程，切实增强维护未成年学生生

命安全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迅速行动起来，强化工

作措施，建立健全各部门联合检查、信息共享等工作机制，

推动防溺水工作扎实有效开展。

（二）严格督导检查，落实责任。各村要明确责任、定

岗定人，切实把工作发动起来，把溪流、河塘、湖泊、水库

等隐患排查出来，把问题整改消除到位，做到重点时段有人

值守，重点水域有警示标识，重点人群有人监护或委托监管。

要绘制隐患清单、制定整改方案，按照整改时限和标准严格

整改到位。镇纪委办、督查机要岗组成督查组，对各村防溺

水工作开展情况进行常态督导检查，对发现的问题予以通报。

各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见附件 2），建立常态化督导机制，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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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分管责任的领导干部，要经常到学校、水域管理单位、重

点水域等检查督导，帮助解决急难愁盼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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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完善体制机制，强化考核。坚持制度创新、标本

兼治，着力解决一批影响预防溺水事件工作长远发展的制度

机制问题。要创新思路，攻坚破难，把暑期托管服务与预防

溺水工作统筹考虑、部署、推动。根据省市有关通知要求，

我市已将防溺水工作纳入镇街平安建设工作考核内容，对工

作出色、全年无溺水事故的镇街给予一定的奖励，将因溺水

引发的学生非正常死亡纳入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考核。要严

格落实信息报告制度，发生溺水亡人事件的，务于规定时间

内上报情况，严禁迟报、瞒报。对履行预防溺水职责不认真，

造成重大溺水事故的相关单位和责任人，依法依规严肃追责

问责。

附件：1、柴胡店镇防范未成年人溺水工作专班成员名单

2、柴胡店镇防溺水工作专班职责分工

中共柴胡店镇委员会

柴胡店镇人民政府

2023 年 5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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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柴胡店镇防范未成年人溺水工作专班
成员名单

组 长：韩建行 党委书记

赵素贤 党委副书记、镇长

副组长：龙晓辉 党委副书记、组织委员

付文哲 党委委员、副镇长

邓景文 党委委员、宣传委员、统战委员

刘 斌 党委委员、纪委书记、监察室主任

胡 雷 副镇长

李亚楠 副镇长

满 勇 党政办公室副主任

李 刚 应急办公室副主任

成 员：徐慧勇 党政办公室副主任、督查机要岗主管

张 湉 宣传信息岗主管

孔凡彬 农技、农机工作岗主管

张令伟 应急管理岗主管

张永昌 水务工作岗主管

张 杰 民政事务岗主管

夏 梅 妇联主席

岳 荣 团委书记、党政办公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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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 恺 纪委副书记、柴胡店镇派出监察室副主任

张志森 教育学区主任

自喜涛 自然资源所所长

燕海涛 大官党总支书记

生茂军 柴胡店党总支书记

王浩宇 王楼党总支书记

张振虎 沙庄党总支书记

杜艳冬 刘村党总支书记

黄 威 杨桥党总支书记

各村支部书记（主任）

镇防范未成年人溺水工作专班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

镇教育学区，李亚楠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张志森同志兼任

办公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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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柴胡店镇防溺水工作专班职责分工

各党总支、村：落实属地责任，把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工作列入村

级重点事项，落实监管责任。在每年7至 9月份学生溺水特别防护期期

间，组织人员全面排查辖区内的水库、河道、塘坝、水闸、渠道及水井

等水利工程或危险水域，并绘制辖区水域分布电子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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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订防溺水安全

责任书，进一步夯实村居（社区）的监管责任。安排村居（社区）组建

巡查守护志愿服务队，在每天上下午放学后、周末和假期到辖区内重点

水域开展巡查守护服务，发现学生有下水游泳、玩水等行为的，予以劝

阻驱离，对于不听劝阻的可通报给家长和有关学校。周末、放假期间，

利用村广播、大喇叭、流动广播车等多种方式广泛宣传防溺水知识。对

属地学校排查上报的留守儿童等特殊学生名单，安排村居（社区）党员

干部、网格员和公益岗人员挂点联系，在周末、假期对特殊学生进行家

访、入户宣传防溺水等安全知识。

宣传信息岗：利用各种宣传媒体，做好防溺水的宣传工作。加大防

溺水公益宣传力度，广泛宣传预防溺水的措施及意义，并根据实际情况

及时发布预警信息，营造全社会共同关心未成年人生命安全的良好氛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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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区：负责督导各学校加强青少年儿童防溺水安全教育，全面

提升青少年儿童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一是督促学校将安全教育作为学

生必修课程，督导检查安全教育课程开设情况。二是开展防溺水安全教

育和警示教育。通过线上学习、集中讲座、案例警示、应急演练、“憋

水试验”、专题活动等形式，加强对中小学生防溺水“六不”的纪律教

育。三是严格落实“1530”安全提醒教育模式。经常性向家长发送安全

警示提醒信息，通过召开家长会或者微信视频会、家访等形式，当面提

醒监护人认真履行监护责任，让学生防溺水知识入脑入心。四是督促学

校开展校园公共资源面向本校学生开放、暑期托管服务，重点针对父母

外出务工、隔代养育、无暇照看、单亲或重组家庭等特殊家庭子女。利

用镇村未保站、文明实践中心或学校等场所，开展假期夏令营、特长培

训、联合监管等活动。

自然资源所：加强对各类自然保护地、风景名胜区、矿山企业等单

位开展安全排查和隐患治理，建立台账，做到底数清、情况明，风险等

级明确，责任主体明确。对全镇范围内具有水体景观的地质公园、湿地

公园、矿山采坑及地面塌陷积水区进行重点排查治理，在水体景观区、

采坑和地面塌陷积水区等水源危险区域设置安全警示标识，人员易达区

设立安全隔离带和防护栏（网、墙），摆放救生圈、绳索、竹竿等应急

救生物品。督促矿山企业、勘查单位按照矿产勘查开发利用、矿山地质

环境保护和土地复垦的有关规定，对矿区内山塘、工程坑洼、矿坑地面

塌陷区积水区及时开展土地复垦、回填治理，及时恢复矿山地质环境，

消除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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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务工作岗：加大监督检查力度，督促水利工程管理单位、项目法

人单位、施工单位对管理范围内的涉水安全警示标识和相关防护设施进

行全面自查，重点排查水库、河道、拦河坝闸、大中型干支渠、施工河

段等保持有深水的位置，对排查出的隐患立即进行整改。督促各单位在

相关水域、水利工程附近增设简单救生物品，建立重点水域人员巡逻、

电子监控巡逻机制，及时劝导、制止在水域管理范围内游泳、戏水人员。

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加强对农田建设项目重点区域安全防护情况的

检查，全面查找问题，及时消除隐患。对仍在运行使用的农田建设工程，

督促产权单位及时设立安全标识、安装井盖等防护设施；对已废弃的工

程，督促产权单位采取填埋、拆除等方式进行处理；对因水位变化等原

因导致暂时无法使用的工程，督促产权单位加装安全防护设施后封存。

利用年度项目督导、项目验收和日常检查调研等时机，对农田建设项目

重点区域安全防护情况进行同步检查，了解安全运行状况，及时发现和

消除隐患，实现安全督查常态化。

应急管理岗：加强应急值守，对接到的较大溺水事件信息及时报送

政府及相关领导，及时调度相关救援力量进行应急救援。加强应急演练

和应急物资储备，发挥镇安委会办公室的综合协调作用，会同教育等部

门开展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工作的督导，督促基层落实党委、政府部署

的青少年儿童防溺水属地监管责任，要求各有关部门吸取事故教训，强

化预防未成年人溺水工作。

关工委：充分发挥关工委组织优势，组织“五老”等多方力量，结

合各种活动平台，开展防溺水宣传教育和监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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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事务岗：健全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关爱服务体系，将预防青少

年儿童溺水宣传纳入关爱服务内容，督促指导各村在周末、假期对留守

儿童、困境儿童开展防溺水宣传引导工作。

妇联：开展形式多样的留守儿童关爱活动；尤其在周末、假期组织

开展妇女、儿童防范溺水事故安全宣传教育，重点面向广大母亲、儿童

开展系列宣教活动。

团委：结合“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广泛组织大学生、志愿者、

社会组织等力量，针对学生、留守儿童等群体深入村居（社区）开展“珍

爱生命 预防溺水”主题活动。组织志愿者配合相关部门开展安全巡查

行动，制止学生私自游泳、玩水等行为。利用多种形式开展防范青少年

儿童溺水系列宣传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