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众人快速救援 没能救回溺水者

  11 日下午 6 点 45 分左右，解放桥西北侧突然传出一阵阵
焦急的呼救声。
  这时，正在附近水域驻守的祥和救援队队员黄基发和队
友赶紧行动。1分多钟时间，两人就赶到了事发水域。
  除了他们，祥和救援队的游泳教练唐文军这时也已经在
水里搜救了。据唐文军介绍，事发时他在水里练习潜泳，所
以也是第一批展开救援的人。
  “溺水者是和母亲一起来的。出事后，那位母亲几乎崩
溃了，就在岸上大声呼救，并求附近市民帮忙寻找。”唐文
君说，“听到有人呼救，驻守的救援人员速度很快，马上就
行动起来了。”
  即使是众人第一时间投入救援，最后找到溺水男孩时，
也晚了。
  搜救过程中，第一个找到溺水者踪迹的，是黄基发。他
回忆说，自己知道附近有几个最容易溺水的点，而且从救援
竹筏上看得比较清晰，所以花了一两分钟就找到了溺水者。
  “当时，他已经沉入水底，我和游泳教练迅速把他拉上
救援竹筏，实施心肺复苏。”黄基发说，竹筏靠岸后，等候
在岸边的医务人员随即进行抢救，除颤仪、强心针都用了。
  “可惜的是，就算是大家第一时间赶到，连续抢救了40
分钟，但他还是不幸溺亡了，后来移交给辖区派出所进行处
理。”黄基发说着，眼角有些湿了，“救援是我们的工作，
但当大家拼尽全力还是没有救回生命时，滋味特别不好
受。”

  此处是溺水高危水域

  事后，记者从漓江派出所相关工作人员处了解到，溺亡
者姓李，今年只有17岁，是湖南省邵东县人，在家无业，他
的父亲常年在桂林打工。前不久，他与母亲来桂林游玩。当
天在解放桥水域玩耍时，他突然来了兴趣，就私自下水游
泳。据溺水者母亲反映，开始水很浅，所以两人都没有足够
警觉。过了一会，水里的儿子突然就不见了，她呼喊几声没
有得到回应，这才紧张了起来，赶紧求助。
  据漓江公安分局民警介绍，解放桥西北侧是一个临江的
景观台，附近河底看似比较平整，水不深，但救援人员知
道，这里至少有一两个容易发生溺水的地方。
  据介绍，这里原来是航道，所以江滩往江心方向水会突
然变深，从不足一米一下子加深到三四米，这样的情况极容
易出现溺水。因水底呈现“Ｖ”字型，导致底部水流速度比
水面快，形成向下的吸力，一旦应对不及时，就可能发生溺
水。另外，这里船只往来频繁，会形成乱流。记者查询资料
了解到，这里是近几年来溺水事故最高发的区域之一。
  祥和救援队队员黄基发说，自从今年实施了“驻守”制
度后，救援队已经救回了好几名溺水者了。“但没想到，安
稳了一段时间，又发生了溺亡事故，我真的很揪心，那个晚

上一夜都没有睡着觉。”黄基发无奈地说，“在防范溺水
方面，生命真的经不起一刻疏忽。”

一名 17 岁男孩解放桥附近溺水 救援人员快速赶到仍难救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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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自救知识需要掌握

  对于遇险时的自救知识，记者咨询了经验丰富的救援人员路建宁。就几
种常见的“险情”，他逐一给出了应对方法。
  遇到抽筋，可以先用一只手用力按揉、拉扯小腿或脚掌抽筋处缓解，并
及时寻找攀附物，转移到安全地方。
  如果被水草缠绕，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可以先尝试解除缠绕，找水底
尖锐物品划断水草求生。
  突然遇到河底变深、水流变化的情况，一定不要紧张，保存体力是第一
要务。如果周围有漂浮物体，可以先抓住漂浮物，或者采用仰泳方式露出口
鼻，减少体力消耗，并找机会游向安全地方。
  对于未成年人、老人，不建议在没有救援条件的情况下贸然下水救人。
必须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再设法施救，这是救人的第一原则。

      记者林扬 陆鑫 文/摄  

  8 月 11 日下午 6 点多，解放桥西北侧，一名 17 岁男
孩在江中不幸溺水。虽然救援人员不到 2 分钟就赶到现
场，但众人抢救 40 多分钟仍然没有挽回男孩生命。
  男孩溺亡的地方是溺水高危区域，本报和各个部门多
次提醒不要进入此类区域游泳。让人痛惜的是，悲剧还在
发生，正处在花季的生命戛然而止，教训实在惨痛。目
前，桂林气温仍然很高，户外游泳活动吸引了不少人，防
溺水警钟不能停歇。

  挽回生命靠“他救”更靠“自救”

  桂林市120急救中心医务人员介绍，溺水黄金救援时间在5分钟以内，特
别是3分钟以内能被及时救上岸，急救措施实施得当挽回生命的机会还是很高
的，但超过了这个时间，就非常危险了。
  桂林水上搜救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桂林加强巡逻，开展驻
守工作，就是为了第一时间能赶到现场，更好地把握救援“黄金时间”，最
大限度挽回生命。但是，工作难度仍然不小。
  据统计， 7 月 11 日-13 日，漓江市区段连续发生 3 起中小学生游泳溺水
事件，造成 6人溺亡。
  7 月 14 日-8 月 10 日，桂林海事、漓江公安分局、各学校、各社区等纷
纷投入人力。经统计，这个时间段全市范围内成功救助溺水群众 16 人，排
查、消除安全隐患点 10 个，漓江市区段巡逻、驻守水域未发生溺亡事件。
  “因‘驻守’制度取得效果，前段时间的溺水人员均成功获救，并未发
生溺亡事故，较2021年同期大幅下降。”该负责人说，“但是11日的溺亡事
故再一次敲响了警钟。要更好地挽救生命，不但要‘他救’，更需要掌握防
范和自救知识。”
  该负责人提醒，远离野外危险水域，不私自下河游泳，发现危险及时呼
救，都是“自救”的要点，而更重要的是，要时刻保持对大自然和生命的敬
畏，不要掉以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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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8月11日溺水
事故发生的水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