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青保办有关人士表示，每年6
月至9月下旬是本市中小学生溺水
事故的高发期。2010年暑假期间，溺
水死亡14人，在学生意外死亡原因
中仍排名第一，在溺水而亡的学生
中，13人为小学生，1人为高中生。

2011年全年死亡的72人中，27人
因在河道玩耍、洗澡、在河边洗拖把、
取水等滑入河中，溺水而亡，虽然比
上年减少7人，但仍高居各类死亡原
因首位。据介绍，很多溺水身亡的事
故发生在城乡结合部。 记者 刘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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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水上公安：
水下漩涡、水温差都是潜在威胁

浦东公安分局水上治安派出所副
所长李志峰表示，青少年因野泳造成的
溺亡事故，往往具有一定的规律性———
溺水事发时间多为天气炎热的午后。

李所长坦言，溺水的危险并不仅
仅指向不会水性的人。“ 可以说，现在
夏天野泳的大多数人都是老面孔。其
中一部分人甚至是冬泳爱好者，确实
水性很好。但河道情况复杂多变，水性
好也不能保证100%的安全。”他表示，
正规的泳池一般配备多名救生员，而

“ 野泳”时，基本上没人为你的生命守
望，水下漩涡、水温差、水草等都会给
人带来不小的危险。

“ 在岸上看，一片水基本上没有差
别，其实水下面危机四伏。”李所长说，
人们普遍知道深水、漩涡比较容易发

生危险，其实水温也是导致危险的一
大因素，“ 有些地方的水会冰凉，这种
地方很容易发生脚抽筋的状况。即便
是老手，也相当危险。”

因为没有法律明文规定不能在河
里游泳，所以对于野游者们只能靠苦
口婆心的劝说。“ 你也知道了，效果不
明显，我们刚劝好，没多久又来游了，
久而久之，我们这里也发现，劝来劝去
都是老面孔，他们根本不听的。只是看
到警察来了，短时间收敛点罢了。”即
便如此，派出所民警依旧坚持不懈。

“ 我们重要的任务就是严防‘ 新手’，
管住‘ 老手’，不让‘ 野泳者’的队伍再
扩大。”为此，派出所民警们顶着烈日，
每天加班巡逻。“ 在野游者最多的时
候，民警们会全部出击，劝阻游泳者。”

说起申城的野泳“ 胜地”，新江湾
城政悦路、国伟路附近的河浜绝对算
得上是著名地点之一———不但经常有
人来游泳，而且不少人俨然已将这里
当成了不收费、环境又好的天然泳池。

几经周折方才找到天然“ 泳池”
10日下午，记者来到新江湾城，在

政悦路、国伟路路口，61路终点站的一
侧，有一大片绿地，由于路边的树木都
茂盛且高大，初次来到这里的人根本不
知道里面蜿蜒着一条河浜。虽然河边锻
炼、休闲的人不少，但记者却没发现河
浜内有人游泳。此时，一位正在锻炼的
市民向记者道出了玄机：“ 这一段水比
较脏，而且河浜比较窄，没人在这里游
的。游泳的人都在（ 河浜）头上呢。”

记者在政悦路北端尽头附近看到
了天然泳池和众多泳客。与沿途经过

的河浜相比，这一段河浜果然有得天
独厚的便利条件：不但河更宽、水更
清，而且有一片茂密的树林“ 掩护”。
走在绿地的道路上，如果不仔细看，根
本看不到河浜内有人游泳。也正因此，
这一段河浜就成了泳客的“ 天堂”。

记者注意到，整条河浜沿岸竖立
了众多木质警示牌，上面写着“ 河道
区域，严禁游泳、垂钓、烧烤”“ 水深游
泳危险，欢乐之际谨记生命珍贵”等
警示语。不过，众多泳客显然没把这些
警示放在眼里。

记者看到，在宽阔的河面上，一位
戴泳帽的中年男子已经游出去了近百
米，另一端的远处有一人套着救生圈
也游得很欢，而更多人的则集中在靠
近河岸的地方扑腾、嬉戏。记者粗略数
了一下，河里正在游着的泳客就有十
来个，而岸上还有五六个游累了正在
休息的，树林中有人甚至在两棵树之
间绑好了吊床，悠闲地躺在上面休息。

至于为什么不到正规游泳馆去游，
一位泳客说：“ 这里离家近，骑车几分
钟就过来了，很方便，而且还不用花
钱。”另一个泳客则表示，正规游泳馆

夏天一般人都很多，游起泳来“ 不爽”，
“ 这里多好，地方大，还可以看风景。”

竟有家长在河里教孩子游泳
采访时记者看到，河里众多泳客

中，竟然有儿童的身影———一个十来
岁的男孩正在家长的教导下，在靠近
岸边的浅水处熟悉水性。只见家长架
着男孩的胳膊站在水中，而男孩则在
齐胸的水中玩得不亦乐乎。

除了这个学游泳的孩子，岸边还
有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和一个三四岁
的小女孩在兴高采烈地玩耍。

采访中，记者曾在一段河浜的亲
水平台看到一位值班救护人员，他的
旁边放着救生衣和绳索。他告诉记者，
新江湾城周边河浜沿线有十几个人在
分段看守，“ 每 天 6 点 -21 点 都 有 人
的。” 他们的职责是有人在河里遇险
时进行救助，此外，看到有人在河里游
泳时进行制止。

不过，他也坦言，靠近政悦路北段
尽头的“ 天然泳池”，野泳的情况一直
有的，“ 游泳的基本都是新江湾城的居
民，一般都是大人，本地人比较多。”

天祝路胜辛路附近河浜
野泳者很少 但有儿童会下河捞鱼

13日下午，记者乘地铁11号线来
到嘉定区胜辛路、天祝路附近，这里
纵横交错着多条河浜。其中，有一条
河浜与天祝路平行，河两边规划了休
闲绿地。

去年6月23日，在天祝路、永盛路
附近的河浜里就曾发生过十岁男孩
溺水死亡的悲剧。记者在这一地区沿
河浜走访发现，河浜两侧很少有“ 禁
止游泳”之类的警示牌。不过，在记者
走访的近1个小时里，没看到河浜里
有人游泳，甚至连经过的人都很少。

一位附近的居民告诉记者，这里

的河浜野泳的情况很少，“ 水太脏了，
基本没人下去游泳。” 不过，他也表
示，尽管下河游泳的人不多，但暑期
也有儿童喜欢在河浜周边玩耍，“ 尤
其是小男孩，活泼好动，有时会到河
边玩水、捞鱼什么的。”

据介绍，这里河浜的水看起来不
是很深，但河中央也有两三米深，因
此儿童在河边玩耍还是非常危险的。
记者在现场看到，河浜周边有好几个
在建楼盘，周边路上行人都比较少，
一旦有儿童不慎落入河中，要想及时
找到人施救可能都不太容易。

宝山区的美兰湖是上海最大的人
工湖，去年夏天曾发生一男子因为野
泳时体力不支溺水身亡的惨剧。

7月12日上午，记者前往美兰湖进
行回访。家住附近的张老伯正带着四
岁的孙女在美兰湖浅滩边玩耍，他告
诉记者，野泳的人晚上才出现，“ 白天
都是在沙滩边玩耍的，晚上倒能看到
游泳的人。”

美兰湖靠近罗芬路是一处浅滩，
可以与湖水亲密接触，因此记者看到

现场警示标牌很多，蓝底白字的铁皮
警示牌提醒着游客“ 水深5米，中心湖
区水深7米。严禁游泳、嬉水！”另一种
石质警示牌由罗店镇政府竖立，同样
提示“ 水深流急 请勿戏水”。整个浅
滩区就有5块左右的警示牌。

虽然有警示牌，但不少喜欢嬉水
的孩子还是在浅滩趟着水玩耍。上小
学四年级的婷婷（ 化名）右手抓着个
空瓶子，在浅滩边埋头走着，湖水没过
了她的脚背，嬉水间她又往里走了走，

湖水上升到她的脚踝处。
她告诉记者，住在罗南的她隔三

岔五会来美兰湖玩，前一天还用网抓
了五条小鱼回家，“ 今天我还没有收
获。”说话间她又朝湖里走了几步，记
者忍不住提醒她注意安全。而像她一
样放假来湖边玩耍的孩子不少，有带
着塑料玩具铲子来挖沙玩水的，也有
嬉水玩乐的，一个五六岁的赤膊小男
孩从浅滩边向湖心“ 哗啦”走了几步，
湖水就浸没了他的小腿。

招数 1：
漂浮自救，节省体力

“ 游泳时用鼻子吸气，最容易引
起呛水。孩子下水前，家长一定要向
孩子讲清楚这一问题：如果呛了水，
首先要张大嘴，做深呼吸，哪怕喝上
几口水，也一定要张大嘴，而不能用
鼻子喘气。”一直致力于城市紧急救
援的上海音速青年志愿服务中心理
事长严洪表示,“ 要尽量仰卧，头部向
后，使鼻部可露出水面呼吸。呼气要
浅，吸气要深。此时千万不要将手臂
上举乱扑动，而使身体下沉更快。”

招数 2：
抽筋时可用向上拉腿方法自救

严洪介绍说，游泳时发生抽筋，
首先千万不要惊慌，一定要保持镇
静，停止游动，先吸一口气，仰面浮

于水面，并根据不同部位采取不同方
法进行自救。

如因水温过低而疲劳产生的小
腿或大腿抽筋，可使身体成仰卧姿
势。用手握住抽筋腿的脚趾，用力向
上拉，使抽筋腿伸直，并用另一腿踩
水，另一手划水，帮助身体上浮，这
样连续多次就可以恢复正常。上岸
后再继续用中、食指尖掐承山穴或
委中穴，进行按摩。

招数 3：
漩涡表面常有垃圾，不要接近

暑假中，一些青少年喜欢到河
道中去游泳，发生陷入淤泥、水草缠
身，或是陷入水流湍急的漩涡中而
溺水的情况。首先要镇静，切不可踩
水或手脚乱动。用仰泳方式顺原路
慢慢退回。或平卧水面，使两腿分
开，用手解脱。而有漩涡的地方，一
般水面常有垃圾、树叶杂物在漩涡
处打转，只要注意就可早发现，尽量
避免接近。

美兰湖保安：
每每劝阻不听，还要被他们打

记者在湖边遇到正在巡逻的保安
吴先生，说起那些野泳的人，吴先生一
肚子的苦水，“ 那些人比我狠多了，好
心提醒他们不要游，他们回骂甚至跟
我们保安打架都有。”

从安徽来沪工作的吴先生在美兰
湖当保安已有三年。每年七八月份都是
来游泳的高峰时段，“ 平时一般傍晚开
始有人会来，到双休日人更多，从下午2

点开始一直持续到晚上。”
他说，来游泳的基本都是外地人，

在这附近租房的。这里罗店、罗南地区
只有这一个大湖，他们贪凉快，下了班
都来游泳、洗澡。“ 每天晚上至少要劝
说十几批人不要游泳，很少有人会听
从我们的劝告。”吴先生无奈地叹道。

暑假里，吴先生还不时遇到结伴
来游泳的孩子，“ 只有十四五岁大，正
好处于叛逆期，也是凶得不行，根本不
好管。”此外，有些野泳的人不但回骂
得难听，还脾气暴躁，保安多劝几句，
就直接干架，“ 我就曾遇到过三个人打
我一个人的事，为了他们的安全，他们
还这样，其实美兰湖还是有危险的。”

美兰湖是人工湖，不像一般自然湖
有天然的坡度，“ 可能开始几步是个缓
坡，下一步就深不可测。”而湖中还有
树枝等“ 绊脚石”，“ 就算会游泳，被树
枝缠到也非同小可。”此外，吴先生还
表示，水的温差又是另一大隐患，“ 湖
面与湖中心的温度相差很多，湖中心有
7米深，水温不适应很容易产生危险。”

新江湾城河浜 水清、隐蔽使河浜成天然泳池

张家浜曾经是浦东一条臭水浜，
1998年起新区政府先后投入6亿多元，
经过将近4年的改造，如今河水清澈，
风景秀丽，绿树成荫。这里也同时成为
了最被野泳爱好者青睐的游点。即便

“ 年年出意外”，“ 游” 客们依旧对这
里趋之若鹜。

10日中午时分，记者首先驱车来到
这条最著名的景观河道。在上海科技馆
至世纪公园这一长段的河道间，记者所
看到的游泳者就有十多人。在科技馆后
门的亲水平台，三五个老人正光着膀子
在岸边热身，在张家浜水中则有一对游
泳父子档，在他们不远处，就是一块写
有“ 水深数米，请勿下河游泳”的警示

牌。“ 我来这里游了两年了，现在趁着
暑假来教儿子学游泳！”

戴着游泳眼镜的顾先生在水中扑
腾着接受了记者的采访，而他的小儿
子正围着救生圈学习着双脚打水。顾
先生反复对记者强调，他水性极佳，有
数十年泳龄，并有着丰富的安全经验。

“ 你看看，这么多人都在这里游泳，肯
定不会出事的！”

“ 劝，一直在劝，但根本没有一点
用。” 河道附近的一名保洁员告诉记
者，他年年听到张家浜“ 吃人”，是一
条夺命河，是真心为这些野泳者担心，
可野泳者并不领情。“ 年年好言相劝，
年年依旧出事。”保洁员坦言，由于劝

不听，导致不少人年年来这里野泳，形
成了一批“ 老油条”。

“ 他们都是一些自认为水性很好
的市民，可他们在自娱自乐时却忽略
了自己所产生的不良引导作用。”据
透露，在这些人的影响下，各处的游泳
爱好者都会前来一聚。有时，张家浜岸
边甚至搭起了帐篷，架起了茶几。“ 这
里风景好，上午游泳，下午睡个午觉，
傍晚可以再游一场。”

浦东水上治安派出所民警表示，
张家浜河道呈倒梯形，两侧斜坡布满
青苔，脚底一不留神就有可能滑到河
中去。“ 人一紧张，再加上河水水温较
低，极易抽筋导致危险！”

张家浜 明知野游危险，游泳者依然年年“ 报到”

美兰湖 野泳者多出现在晚上，白天多孩子嬉戏

》管理者

支招自救

本报记者兵分四路 探访游泳事故七大易发地

青少年溺水 事故易发生在天气炎热的午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