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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高温酷暑 沙河变游泳场

□文/图 本报记者 张晓甫

连日高温酷暑，不少市
民为了消除暑气，纷纷带着
孩子来河里游泳。记者近日
在 沙 澧 河 部 分 河 段 调 查 发
现，从每天下午 4 点多开始，
市区部分河段游泳者很多，
俨然成了“游泳场”。

大人小孩齐下河

7 月 21 日下午 4 点，记
者在沙澧河风景区的沙河、
澧河交汇处附近河段看到，
河里有几十名游泳者，有的
没带救生工具，有的在脚上
拴了个“跟屁虫”，有的正
和孩子在河里玩耍戏水。河
边的提示牌上写着“行洪河
道 禁止游泳”字样，很多
市民却置之不理，仍然下河
游泳。

记者看到，一些在河里
游完泳的人，站在河边的浅
水区洗头发。“这种行为会
污染河水的！”“在河里游泳
还带着孩子，安全意识淡薄
啊。”一些在河岸乘凉的市
民纷纷指责这些下河游泳的
人。

“我们增派了多名保安在
这个河段进行巡查。”沙澧河
风景区一名保安告诉记者，
他们见到下河游泳的人就劝
阻，可有的人对保安的好意
感到不理解，甚至冷嘲热讽。

记者看到，有游泳者把
孩子放在游泳圈上，教孩子
学游泳。“游泳馆里的水是死

水，不干净。河里的水是流
动的，洗澡很舒服。”一名刚
刚上岸的游泳者一边给孩子
擦洗身子，一边和记者聊起
来。他告诉记者，他原来在
某游泳馆办了一张会员卡，
游 泳 馆 游 一 次 泳 的 费 用 偏
高，人也很多，不如河里干
净，就来下河游泳了。

部门：缺乏采取强制
措施依据，加强安全巡逻

“下午 4 点以后，我市几
个河段游泳点人比较多。”沙
澧河风景区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每到夏季，我市的金
沙滩、银沙滩、嵩山桥西等
几 个 河 段 集 聚 了 不 少 游 泳
者。“我们只能对其进行安全
提醒。”这名负责人介绍，他
们在沙澧河风景区安装了相
关提示牌；针对未成年人私
自下河游泳的现象，他们重
点跟踪这些未成年人，但也
只能好言相劝，没有采取强
制措施的依据。

“我们每天安排了10个保
安，在游泳高峰期对以上河
段进行巡查，从下午 4 点开
始，到晚上 10 点左右，我们
才结束当天的巡查。”这名负
责人说。

提醒：佩戴专业设备，
看管好自己的孩子

7月2日，本报07版刊登
《三天两人溺亡 悲剧何时不
再重演》 一文，报道了三天
两人溺亡的悲剧：6 月 28 日，

西城区阴阳赵镇一男子溺水
身亡；6月30日，一男子在丁
湾 桥 橡 胶 坝 游 泳 时 溺 水 身
亡。市水利局一名退休的水
利工程师朱师傅告诉记者，
他在报纸上看到一名市民在
橡胶坝溺水的事故，十分痛
惜。“橡胶坝下游的水流表面
看着和普通水面差不多，其
实下面的水一直向上翻，形
成很多漩涡，这是水经过橡
胶坝抬高水位后产生的自然
现象。”朱师傅说，很多人都
不知道这一点，在橡胶坝附
近尤其是下游游泳，是最危
险的。

朱师傅提醒，在河里游
泳的时候要佩戴专业的游泳
设 备 ， 千 万 不 要 去 不 知 水
情、经常发生事故的地方以
及偏僻的地方游泳。

“家长要看管好自己的孩
子，在孩子游玩一些水上娱
乐 项 目 时 ， 要 亲 自 陪 同 监
护。”市保护母亲河游泳协会
负责人说，几乎每年夏季，
我市沙澧河都有溺水丧生事
件发生，市民要科学游泳、
科 学 锻 炼 ， 看 管 好 未 成 年
人，避免悲剧再次发生。

□本报记者 朱 红
见习记者 党梦琦

“你好！看一下吧，防溺
水宣传，上边还有急救小知
识。”7月22日下午，漯河星火
志愿团的志愿者在市区人民路
澧河桥附近河堤开展“珍爱生

命 远离溺水”宣传活动。
当天下午5点半，志愿者

们沿澧河两岸河堤，为过往市
民发放防溺水宣传页，讲解怎
样预防溺水等。不少市民接到
宣传页后都认真阅读，并停下
来听志愿者讲解。

“今年入夏以来，我市已

发生多起溺水事故，希望能通
过宣传，减少事故的发生。”
志愿者郑好告诉记者。

据了解，当天志愿者共发放
宣传页500份。“防溺水宣传活
动，我们每天下午五点半到八点
半都要进行，将持续开展两个
月。”活动发起人李胜勇说。

志愿者开展防溺水宣传

□文/图 本报记者 张玲玲

在高铁西站，活跃着一群
身着红马甲的志愿者：帮助旅
客购票取票、替旅客拿行李、
劝阻旅客的不文明行为……他
们是西城区阴阳赵镇中组建的
高铁站志愿服务队。

尽力为旅客提供帮助

7月21日，记者来到高铁
西站售票大厅，在自动售票平
台前，两位旅客正在志愿者的
指导下取票。“谢谢你，帮了
我的大忙了。”今年50多岁的
赵阿姨说，她儿子给她在网上
买了票，但她不知道怎么取
票，幸亏有志愿者帮忙。

“你好，请问我可以帮助你
吗？”在高铁西站售票厅，看到
一位年轻女士抱着婴儿、背着
双肩包，还提着手提袋来取
票，志愿者丁艳主动走上前去
提供帮助。取票、候车、进站，
丁艳一直把这位女士送上车。

除了为旅客提供帮助，志
愿者还负责捡拾垃圾、劝导不
文明行为等，他们穿梭在售票
大厅、候车厅、广场，忙得不亦
乐乎。在春节等旅客出行高峰
期，他们还向旅客发放文明出行
宣传页，提醒旅客文明出行。

“高铁西站是展示漯河形
象的一个窗口，这些志愿者真
给漯河加分。”市民张林说。

志愿服务常态化

据了解，高铁站志愿服务
队成立于 2016 年 7 月。“有的
中老年旅客乘坐高铁时不会网
络购票、取票，有的旅客携带
行李太多，还有旅客行动不
便、需要帮助……了解到这些
情况，我们便发挥学校离高铁
西站比较近的优势，成立了高
铁站志愿服务队。”阴阳赵镇
中团委书记李红伟介绍，他们
在师生中招募志愿者，并进行
培训，然后分成购取票指导小
组、咨询导引小组、文明劝导
小组和行李搬运小组等，在每
周六上午来到漯河西站，为出
行旅客提供志愿服务。

自活动开展以来，他们累
计服务旅客6万多人次，赢得
旅客的一致称赞。该志愿服务
队及其负责项目也多次获奖：
2017 年 11 月，“情暖出行路，
志愿我先行”高铁站志愿服务
项目，荣获市首届青年志愿服
务项目大赛银奖；2018 年 3
月，被评为市春运工作先进单
位，6名志愿者荣获“2018年
度春运先进个人”。

热情“红马甲”爱洒出行路

7月23日上午，虽然天气炎热，漯河日报社的志愿者仍坚
守在分包路口，引导行人安全过马路。 本报记者 张玲玲 摄

■相关新闻

志愿者帮乘客取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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