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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着石头过河，尝试开展小学生游泳技
能培训，建起生命保障“防护网”

一到暑假，新余市教育局体卫艺科副科长陈武就忙个

不停。全市暑期开展“水花行动”，他们每天要到定点游泳

场馆走访，检查卫生情况、杜绝安全隐患等。

“‘水花行动’是为孩子们普及游泳技能和防溺水知识，

但在培训过程中要时刻注意安全问题，大意不得。”在游泳场

馆，陈武经常这样提醒带队老师、游泳教练和救生员。

新余市水资源丰富，中心城区就分布着北湖、仙来湖、

南湖、晚晴湖等景观湖泊，孔目江与袁河犹如两条蜿蜒的

“巨龙”穿城而过，仙女湖像一块碧玉镶嵌在渝钤大地。在

农村，数不清的山塘水库星罗棋布，散落乡野。

水，给了这座城市灵气，也给防溺水工作带来巨大压

力。全市中小学生 18 万余人，每当夏季来临，虽有家庭、学

校、社会严防共守，但仍有学生溺水事件发生。剖析这些

案例不难发现，产生悲剧的原因大多是学生不会游泳、缺

乏基本的防溺水知识。

时针拨回到 2018 年。针对这种状况，市政府主要领导

在全市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提出，要在学生中开展游泳技能

培训，从根本上解决暑期学生溺水事件多发问题。一石激

起千层浪。当时，不仅新余市没有，放之全国，设区市全域

推进游泳普及教育也无经验可循。

大家议论纷纷，出现两种声音。有人赞成，认为此举

是重要的民生工程，将有效缓解防溺水工作压力。有人反

对，认为这项工作涉及部门多、组织实施难度大、学生培训

面大，万一因工作纰漏出现溺亡事故，这个责任谁来担。

“不能因为怕事而不干事！”经过深入调研，最后形成

共识，市领导的铿锵言语，显示出决心与勇气。当年，新余

市教育、体育部门协商，挑选 100 名困难家庭的孩子，在市

体育馆进行为期 10天的免费游泳技能培训试点工作。

“培训效果很好，学生不借助辅助工具，可以游 15 米以

上，掌握了基本的溺水自救技能。2019 年，扩大试点范围，

参加免费培训学生群体增加到 200 名，培训合格率达 90%
左右，家长十分满意。”陈武说。

2019 年 12 月，《新余市“水花行动”实施方案》正式出

台，确定从 2020 年起，由政府购买服务，依托学校或社会机

构，对全市小学四年级学生免费普及游泳教育，逐步建立

游泳师资与救生队伍、游泳场馆建设、经费保障等方面体

制机制，建起生命保障“防护网”。

继“小荷工程”之后，新余市又一项教育领域重大民生

工程就此落地生根，“水花行动”泛起朵朵快乐的浪花。

坚持问题导向，破解游泳场馆少和师资
缺乏难题，让“水花行动”行稳致远

“双臂向两侧打开，双手向后划水，双腿用力蹬……”7
月 19 日，在新余市暨阳学校游泳馆，来自长青小学的章季

哲和同学们一起，在长青小学体育老师刘群的指导下，学

习蛙泳动作技巧。

章季哲的妈妈李静在泳池边饶有兴致地看着。“孩子

有一点游泳基础。这次学校组织免费培训 10 天，每天学习

90 分钟，最后还有结业考核，培训更加系统全面，‘水花行

动’太好了。”

暨阳学校游泳馆今年承接了本校及长青小学、铁路小

学的游泳培训，学生达 2000 余人，占市直小学培训量的一

半。“我们建立完善游泳馆各项规章制度，责任落实到各岗

位人员，确保场馆正常运转。”该校校长胡美琴说。

承接培训工作的社会场馆抱石公园游泳馆，购进先进

水处理设备，保持池水清洁循环，今年还安装了自动化遮

阳幕布，给孩子们提供优越的运动环境。

看着井然有序的“水花行动”，很难想象全面推广之初

面临的困难。

“我们每年暑期集中培训约 1.7 万名学生，首先面临的

问题就是游泳场馆紧缺。”陈武说，2020 年暑假，全市可供

培训的游泳场馆共有 23 个。但运行过程中，不少问题开始

暴露：有的露天泳池位于山脚，极端天气有雷击隐患；有的

泳池在酒店露台，学生须分批搭乘电梯上楼，不能实时看

护；有的小区泳池小而不规则，不利于教学……

鉴于此，新余市一方面及时排除有安全隐患的场馆，一

方面多元化投资建设新馆。经过一年调整、规范，最终确定

16家学校场馆与社会场馆，作为开展“水花行动”的场所。

针对游泳教练不足问题，新余市采取学校教练与社会

（泳协）教练相结合的方式，招募师资队伍。鼓励有游泳特

长的非体育学科教师，在考取社会体育指导员（游泳）、救

生员证书后兼职从事游泳教学工作，组织市县两级学校

260名教师进行培训。

最终，组成一支以市游泳协会教练为骨干、学校教练

为补充的教练员队伍，有效解决了游泳馆缺乏、教练员不

够问题，做到培训中每 50 名学生配置 4 名教练员和 2 名救

生员，保障了学生游泳培训的安全。

“作为体育老师，我强化自身游泳技能的培训。而且，

市里编写的《新余市‘水花行动’简易教程》，确保了游泳技

能培训的统一规范。”刘群告诉记者。

为使“水花行动”行稳致远，新余市县两级财政每年安

排游泳培训经费 600 万元，按照农村学生每人 500 元、城区

学生每人 400 元的标准，补贴给承办培训的学校或社会

机构。

随着“水花行动”的持续开展，越来越多的学生喜欢上

了游泳运动，教育部门因势利导，从 2020 年开始将游泳列

入新余市中考体育选考项目。这几年，选考游泳的人数逐

年增加。

补齐发展短板，重点关注农村孩子游泳
培训，安全教育“一个也不少”

“水花行动”的重点在农村，难点也在农村。

家住渝水区罗坊镇水东村的郑小英，骑着电动车将女

儿刘芷柔送到罗坊镇刚建成的希望小学游泳馆学游泳。

“村旁就是袁河，村内又有水塘。放暑假后，担心孩子在

外面玩水，出了事可不得了。”郑小英以前和丈夫在温州务

工，因记挂家里的两个孩子，她便辞职回家专门照顾小孩。

为防止孩子偷偷出去玩水，郑小英没少想办法：网购

微型充气式游泳池，放进自来水，让孩子在家里玩；经常拿

村里小喇叭播放的防溺水知识教育孩子们，不能去野外玩

水。“现在，镇上有了游泳池，又组织免费培训，我心里踏实

多了。”郑小英说。

与郑小英一样，罗坊镇黄花堎村的江水菊也曾被此问

题困扰。丈夫在外务工，她自己要出门打零工，经常把小

儿子一个人丢在家。“他每次到村内水塘洗澡，我都要托大

人盯着，生怕他出事。”江水菊说。

在罗坊镇希望小学游泳馆，老师李军保每天负责清点

人数，组织学生进入游泳馆，培训结束后又将学生交给家

长。他介绍，随着“水花行动”的持续推进，农村学生游泳

培训的条件也逐步改善，从最初的充气拼装式游泳池，到

现在正规的游泳池。

农村普遍缺少游泳场馆，学生培训问题如何解决？新

余市支持鼓励有条件的乡镇自建游泳馆，或者安排到城区

游泳馆培训，由承训方安排专车统一接送。渝水区教体局

工作人员陈燕介绍，希望小学游泳馆，就是罗坊镇投资 260
万元建设的，容纳片区内罗坊、姚圩、新溪等乡镇学校的学

生参加培训。水北镇的游泳馆也正在建设当中。

培训期间，家住仙女湖区河下镇礼珠村的杨毅晨，每

天上午由爷爷送到仙女湖区第一小学，随后和同学们统一

前往指定的游泳馆参加培训。该校德育处主任彭愈说：

“学校 318 名四年级学生分 4 批次参训，家长只需将孩子送

到学校门口，然后承训方安排大巴车统一接到北京师范大

学新余附属学校的游泳馆，培训结束又统一送回家。”

这两种方式，有效解决了农村学生的游泳培训问题。

“水花行动”实施以来，新余市全力推进小学生特别是农村

学生游泳普及教育，确保安全教育“一个也不少”。目前，

全市 6万余名学生游泳培训合格率达 90%以上。

着力完善提升，做好孩子游泳
的“后半篇文章”，筑牢防溺水“安全堤”

“妈妈，我学会游泳了，以后是不是可以和小伙伴去河

里玩水了？”从罗坊镇希望小学游泳馆培训结束回家的路

上，刘芷柔轻声问妈妈。

瞬间，郑小英心里像被电击了一下，久久不能平静。

“孩子学会游泳了，自认为可以到处玩水，岂不是更危险？”

她赶紧折返回来，向班主任李军保反馈。

如何解决农村孩子学会游泳后去哪里游的问题？新

余市认识到，做好游泳的“后半篇文章”，是完善提升“水花

行动”的必然举措。

针对乡村游泳设施短缺问题，新余市人大常委会进行

了专题调研，最后提出解决方案：鼓励有条件的乡镇、学校

新建或改建游泳场地设施。建议县（区）至少建成一个室

内恒温游泳馆，每个乡镇至少建成一个公共游泳池。山塘

水库较多的地方，可适度开发改造，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

集中时间段提供社会游泳服务，解决农村学生游泳有地可

游的问题。

记者了解到，今年 7 月底，新余市人大教科文卫委、法

工委联合召开《新余市“水花行动”管理办法》立法调研座

谈会，邀请市发改、教育、财政、水利、卫健、应急管理等部

门负责人，以及部分高校学者专家出席，就立法展开调研，

多方听取意见。与此同时，持续筑牢防溺水“安全堤”。新

余市组织学校教师、乡村干部、公安民警、志愿者等数支队

伍，通过上门走访、电话询问、微信提醒、防溺水安全教育

课等方式，落实责任制，每周至少两次对学生进行点对点

走访和安全提醒，确保暑期学生防溺水事事有人管，时时

有人管，处处有人管。

“一放暑假，我们就开始对班上 39 名学生进行家访，开

展防溺水安全教育，对留守学生进行不定期走访。每周也

会在微信群里，对学生及家长进行安全提醒。”仙女湖区第

一小学四年级（五）班班主任刘娥说。

新余市成立巡查志愿者队伍，摸清学生活动集中区域

的水情，对危险水域增设护栏，严格落实重点水域管理责

任单位、责任人、安全巡查人员登记造册，做到定时、定点、

定人开展日常巡查巡防。

筑牢防溺水“安全堤”，既需要多方力量的人防和学习游

泳的技防，也需要引导孩子到安全的游泳场馆清凉度夏，做

到疏堵结合。为此，新余市各地加快农村游泳设施的设计规

划建设，加大城市游泳场馆的改造升级和安全监管。

入 夜 ，新 余 市 区 抱 石 公 园 游 泳 馆 灯 火 通 明 ，热 闹 极

了。“我们承接了 1800 多名学生免费培训，还面向社会提供

服务，日均接待人数 600 余人。”该馆负责人曹春说，“我们

聘请了 12名持证游泳教练和 6名救生员，确保人员安全。”

新余市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曾先锋说：“教育，一头

挑着学生的现在，一头挑着国家的未来。我们开展‘水

花行动’，立足的是教育，着眼的是安全，关注的是

孩子们的健康成长。这项民生工程，赢得了学

生、家长和社会的广泛赞誉。”

好一朵爱的“水花”
——看新余市如何做好小学生游泳教育普及工作

本报全媒体记者 胡光华 邹宇波

■ 【各方感言】

濮晓璐（新余市暨阳学校体育老师

兼游泳教练）：“水花行动”是一项非常有

意义的教育民生实事。作为一名专职体

育老师，发挥自身特长参与其中，手把手

地向学生们传授游泳技能，提高孩子们

水中自救能力，是我的工作职责所在，

也非常有意义。我认为，“水花行动”的

全面实施，对于保障学生的生命安全，

提高身体素质和促进身心健康都起到

了重要作用。

严细细（分宜县第四中心小学学

生家长）：“水花行动”既可以丰富孩子

的暑期生活，又能够有效帮助孩子学

习并掌握游泳技能，切实提高他们的

防溺水意识和技能，让孩子在安全环

境中健康成长。我认为，“水花行动”

的意义在于把游泳教育升华为生命教

育，孩子掌握了游泳技能，学习了防溺

水知识，防溺水“安全堤”也进一步筑

牢，推动综合素质教育高质量发展。

【记者手记】

暑假，各地积极开展学生防溺水安

全教育，新余市的“水花行动”再一次快

乐起航。当地从 2020年起，正式在全市

小学四年级学生中开展“水花行动”游泳

普及教育，共有 6万余名学生参与其中，织

密了生命保障“防护网”、筑牢了预防溺水

“安全堤”，收到了学生受益、家长满意的社

会效果。

近年来，新余市发挥区域特点和优势，推

进颐养之家、城乡供水一体化、小荷工程等民生

实事，创立多个民生品牌。这些成绩，无不体现

当地党委政府的民生情怀，以及创新发展、勇破

难题的实干担当。“水花行动”实施过程中，新余市

统筹谋划、科学决策、精准实施，创新“三推进”、探

索“三结合”、建立“三机制”，使这项工作稳步发展。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三推进”即分层分步推

进、精准精细推进、常态长效推进，不贪大求全，不好

大喜功，而是根据城市和农村实际情况，根据学生的

年龄特征，精准定位、分步实施。在破解场馆、教练等

关键性难题时，探索了“三结合”方式，即学校场馆与

社会场馆相结合、学校教练与社会教练相结合、游泳

课程学习和实践教学相结合。在保障方面，建立了上

下联动、安全防护、经费保障等三项机制。正是这些

措施，使“水花行动”得到高质高效推进。

在防溺水形势依然严峻的当下，“水花行动”作为

防溺水安全教育的探索，具有借鉴意义。“水花行动”

是一项庞大繁杂的工程，实施起来面临诸多风险挑

战，需要部门、学校和社会密切配合、精心组织、协同

推进。在此情况下，新余市仍然坚持科学决策、迎难

而上，这种创新精神和勇气担当，尤其值得学习借鉴。

炎炎夏日，新余市城乡游泳馆内，孩子们欢声笑语，溅起水花朵朵。
仙女湖区河下镇礼珠村的杨毅晨，是仙女湖区第一小学四年级学生。今年暑期生活，他有了不一样的体验：

在室内游泳馆，和班上的同学一起学习蛙泳。
杨毅晨开心地说：“爷爷奶奶总担心我到河里玩水，现在学校免费教我们游泳，他们别提有多高兴了。”
暑期防溺水，虽然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但要让孩子真正远离溺水，还需引导和防护相结合。
2018年，新余市探索小学生游泳教育普及工作，对小学四年级学生开展免费游泳技能培训试点。这项以“水

花行动”命名的民生工程，在全省率先探索出一条开展游泳教学、构建生命教育的新路，获得社会各界广泛赞誉。
这项工作开展以来，全市共有6万余名学生得到免费游泳技能培训，培训合格率逐年攀升，去年培训学生

1.71万名，合格率达91.16%。

■ 【引 子】

图❶仙 女 湖 区 第 一 小 学

学生正在接受游泳培训。

图❷学 生 统 一 乘 车 前 往

培训地点。

图❸参加培训前，老师对

学生进行防溺水安全教育。

❸❸

❶❶

❷❷

◀教练在指导学生游泳前热身。

图片均由本报全媒体记者 邹宇波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