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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暑假期间，都是青少年溺水事
件高发期。公开资料显示，溺水是世界
各地非故意伤害死亡的第三大原因，也
是儿童和青年十大主要死因之一。（《平
原晚报》6月18日A04版报道）

会游泳的人也应当增强安全意识，
到有安全保障的游泳馆里游泳，消除各
种安全隐患，以确保安全。

以前，我们探讨溺亡话题时，大部分
说到的是没有人管理的危险水域，再一
个就是说溺亡的人不会游泳。

其实不然，不管是不是危险水域，不
管“泳者”的“泳技”再高，只要没有提前

做好防护工作，就可能发生溺亡事件。
细心的读者可能已经注意到，这篇

新闻报道最后一个小标题是《会水就不
会发生溺亡吗？》

这个问题提得好！新闻报道给出的
答案是：会游泳的人更应该注意溺水的
危险。

有句话是这样说的：淹死的都是会
游泳的。正如新闻报道中所言的那样：
会游泳的人往往比较大胆，会肆无忌惮
地下水，一旦出现抽筋或者身体不适，就
会出现危险，甚至发生意外。

就大量的溺亡事件来看，“淹死的都
是会游泳的”这句话，虽然并非百分之百
的正确，但是在一些溺亡事件中，有些人

确实会游泳，而且有些人的“泳技”很高，
然而也造成了溺亡的后果。

比如，今年4月底，一个20多岁的男
性游泳教练，工作时间在游泳池做憋气
训练时溺亡。其间，还有工作人员在岸
边嬉戏打闹，直到有人看出不对劲跳下
去时，已经错过了黄金抢救时间。

笔者有一个同学，他的儿子也会游
泳，十多年前，同学的儿子在一家游泳馆
游泳时，也不幸发生了溺亡事件……

值得追问的是，“泳技”高超的游泳
教练为什么也会溺亡？游泳馆为什么也
不安全？泳池旁边有人为什么也会发生
溺亡事件？

综合上述，两个溺亡事件可以得出

两个结论：一，游泳池并非就是“安全
池”；二，会游泳的“泳者”并不见得就不
会发生溺亡事件。

就此而言，有些“泳者”之所以在游
泳馆里发生溺亡事件，除了与自己缺乏
安全意识有一定关系外，还与游泳馆没
有做好防护工作有很大关系。

大家都是普通人，哪有什么“泳者”
无敌。现在，气温越来越高，到游泳馆里
游泳的人越来越多，提醒大家不要认为
到游泳馆里游泳就进了“保险箱”，一定
要切实增强安全意识，时刻抱有敬畏之
心，千万不能掉以轻心。与此同时，游泳
馆也要全面做好安全防护工作，切实筑
牢安全屏障，让游泳的人更有安全保障。

【平原腔声】 “泳者”在游泳馆里为什么也要注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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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世彬 通讯员 靳
景路） 日前，市政府办公室印发《新乡
市主要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
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要求通
过坚持良田良种良法良机良制融合共
促，提高主要粮油作物单产水平，力争
2024 年粮食总产达到 94 亿斤以上，
2025 年粮食总产达到 95 亿斤以上，
2026—2030 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定
在 96 亿斤以上，油料综合生产能力稳
定在6.8亿斤以上。

《方案》明确，全市农业，要由点到

面、由面到片，分作物实施，示范带动，
集中建设一批小麦高产示范区、玉米高
产示范区、大豆高产示范区、花生高产
示范区，挖掘单产潜力。

《方案》要求，一是加强组织领
导。市县两级政府成立工作专班，统
筹协调全市粮油单产提升工作，确保
工作措施和项目资金落实到位。二是
加强政策支持。严格落实产粮大县奖
补、粮食最低收购价等政策，稳定农民
种粮收益预期，保护农民种粮积极
性。三是加强投入保障。统筹利用各

类粮食生产资金，加强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培育，打造耕种管收烘全过程服
务链，形成共同支持单产提升的合
力。四是加强督促指导。市县两级专
家指导组深入一线，对主要粮油单产
提升行动开展指导服务，确保技术落
实、任务落实。五是加强宣传引导。
充分利用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和各类
新媒体，通过现场观摩、经验交流、典
型示范等方式，宣传粮油单产提升行
动的好模式、好经验、好做法，营造良
好氛围。

我市主要粮油作物
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实施方案出台

本报讯（记者 陈卓） 6月19日是
全国第十二个救助机构“开放日”。为
广泛宣传流浪乞讨人员救助政策，进一
步提升救助管理工作的透明度，提高社
会公众对救助工作的关注度，当日，市
救助站组织开展了以“携手相助，让救
助更有温度”为主题的“6·19”救助机构
开放日主题活动。

当日上午，市救助站工作人员在日
常救助中，巡查至东明大道附近时，发
现一名衣衫破旧的中年女子躺在公交
站候车长椅上。经询问，该女子是延津
县人，生活中遇到了一些临时困难。救
助人员随即为对方送去方便面、矿泉
水、花露水等物资，并对女子进行了妥
善安置。上述情形只是市救助部门日
常救助的一个缩影。

市救助站作为我市临时救助机构，
承担着为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提
供临时食宿、医疗救治、寻亲和护送返
乡等救助服务工作。多年来，市救助站
坚持“以人为本、为民解困、为民服务”
的宗旨，积极创新工作机制，不断完善
服务体系，努力提高救助工作水平，为
保障流浪乞讨人员的基本生活权益、维
护社会和谐稳定作出积极贡献。

在当日的救助开放日活动中，市救
助部门制作了宣传片和大量展板，并邀

请社会各界人士参与活动。据救助站
相关负责人介绍，由于近期气温炎热，
救助部门利用福利彩票销售点设立了
20个临时避暑救助点，启动“夏季送清
凉”专项救助行动，为流浪乞讨和遇困
人员提供临时救助服务，并以临时避暑
救助点为窗口，向社会公众宣传救助政
策，提高社会公众对救助管理机构的认
知度和满意度。据悉，今年1月至5月，
市救助站共救助流浪乞讨人员141人，

通过扩大巡查范围、提高巡查频次，重
点对车站、繁华街道、地下通道、桥梁涵
洞、废弃房屋、在建工地、城乡接合部等
流浪乞讨人员容易集中的地段进行巡
查，为特殊弱势群体提供切实帮助。

本次救助开放日活动，进一步呼吁
和鼓励更多社会各界爱心市民参与救
助服务工作，保障流浪乞讨人员的合法
权益，营造更好的社会环境和工作氛
围，让更多人了解救助、参与救助工作。

让社会救助更有温度

我市救助部门举行开放日主题活动

救助开放日活动

封丘县
第九届树莓节暨绿色
食品产销对接会开幕

本报讯（记者 崔敬） 仲夏封丘，
树莓飘香。6月18日，由封丘县先进
制造业开发区管委会主办的“中国·封
丘第九届树莓节暨绿色食品产销对接
会”开幕。活动大力宣传和推介封丘
优质健康绿色农产品，促进现代农业
发展和农民增收，助力当地经济高质
量发展。

当日活动现场，生命果有机食品
股份有限公司与石家庄金海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现场签约金额达 3000 万
元。金海集团旗下“嘉华甄选”通过此
次产销对接会，与生命果有机食品股
份有限公司共同探讨创新产销模式，
借助平台直播实现线上线下融合促
销，将带动封丘县更多的特色农产品
走上市场。

“封丘树莓”栽培始于 20 世纪 30
年代，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封丘树
莓”开始向规模化、产业化发展。当地
依托中科院封丘农业生态实验站实施
树莓规范化种植和加工技术转化示范
基地项目建设，按照“政府+公司+科
研+协会（合作社）+农户”的模式进行
产业化运作，成功开创了中国树莓全
产业链发展的先河。

封丘树莓品质优、品类多、品牌
强，2008年，被选为奥运会指定水果，
2010 年又成为上海世博会的推荐产
品。2014 年，封丘被评为“中国树莓
之乡”，封丘树莓也获得了“地理标志
保护产品”。2016年7月4日，原国家
质检总局批准对“封丘树莓”实施地理
标志产品保护。

据了解，本次绿色食品产销对接
会的成功举办，为促进封丘绿色食品
流通和产销精准对接，拓宽绿色食品
销售渠道，助力乡村振兴和推动当地
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讲好封丘“中国
树莓之乡”品牌故事发挥了更加重要
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