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溺溺水水者者还还没没找找到到，，下下游游又又玩玩上上了了
游人都说水浅无碍，其实黄河浅水区“吃人”最多

5 月 5 日立夏，德州齐河于
庄，两名十几岁的少年在戏水时
葬送在黄河里。悲剧让人惋惜，杜
绝悲剧，亟待我们的一致行动。

在此，我们倡议黄河沿线的
公安、教育、水务部门和志愿者等
社会各界力量行动起来，从预防
入手，力阻悲剧重演———

一、完善警示标识。尤其是在
沿线急弯、深水区等水情险恶处
和游人密集的岸边设立密集、醒
目的警示标识；

二、组建巡线队伍。联合各界
力量，在周末、节假日等游人密集
期进行安全提醒、现场劝阻。

三、加大安全教育。倡议沿线
警方、校方联合开展主题安全教
育活动，提升中小学生安全意识，
远离黄河。

●2013年5月5日，聊城小伙
孙某跟公司同事一起到黄河森林
公园游玩时意外溺水，同伴被救
起，孙某溺亡。

●2013年5月15日，泰安东平
两名少年在黄河边玩耍时溺水，
家人遍寻不见两人踪影，20小时
后，两人遗体被打捞上岸。

●2013年8月20日，淄博高青一
名15岁的男孩在黄河洗澡时不幸
溺水，百余人搜救，仅捞上遗体。

●2013年8月25日，济南泺口
浮桥往西约三公里处，两名年轻
男子酒后戏水，发生溺水事故，救
援人员赶到现场时，溺水者已不
见踪影。

●2014年1月22日，济南一名
男子落入黄河，所幸被河水冲上
河道中央的浅滩，得以保命。

本报记者 张亚楠 整理

相关链接

杜绝悲剧

让我们一起行动

近年黄河边的

溺水事故

5日下午发生在德州齐
河的一起溺水事故，再现了
黄河“吃人”的残忍一幕。6
日，当地组织了第二轮搜救
行动，但截至当日下午5点，
两名溺水少年仍未找到。

6日，记者沿黄河济南
段走访发现，往年溺亡事故
多发的河段，如今依然是人
头攒动。尽管多有警示标
识，但下水玩耍的人基本视
而不见。

本报记者 张泰来 张亚楠
实习生 迟程程

去年5月5日，聊城小伙孙
某在黄河泺口浮桥附近落水，
一周之后遗体才被发现。今年
又是5月5日，两名齐河少年被
黄河吞没。

6日上午，当众人在齐河于
庄附近的水域搜救溺水少年时，
下游40公里外的泺口浮桥水域，
仍有很多下水嬉戏的游人。

泺口浮桥附近的水域一
直是溺水事故的多发地，堤坝
上竖立着“珍爱鲜活生命，远
离吃人水域”、“黄河水深流
急，请勿下河戏水游泳”之类
的警示标识。

可就在警示标识旁边，钓
鱼的、游玩的、野炊的大有人
在。附近居民郭先生说因为风
大，到黄河玩的人已经少了，

“赶上周末天气好，人更多。”
上午11点05分，在浮桥西

侧，一名捕鱼人突然一个趔趄，
河水瞬时没过了胸口。幸运的
是，经过一分多钟的挣扎，他又
走到了浅滩。而在浮桥东侧，同
样发生了惊险一幕。“一个捉鱼
的差点掉进去，幸亏同伴一把
把他拉住了，一个劲儿地说好
险好险。”岸边一家饭店的老板
娘说。

遍地警示牌

难阻游人戏水

陈新鲁是黄河水利委员
会济南勘察队的工作人员。跟
黄河打了半辈子交道的他，每
年都要参与几次对溺水者的
救援行动。

6日上午，得知齐河河段
又有两名少年溺水，陈新鲁心
里一紧，“又到夏季，到黄河边
玩的人多了，真得提醒提醒”。

陈新鲁说，根据往年的经
验，从事发地上看，越是浅水
区，越是溺水事故多发；从时
间上说，越是水流量小的时
节，溺水事故也越易发生。

“要是在雨季，河水流量
大，水位高、水流急，也没人敢
下水。反倒是流量小的时候，
都以为没事，非要下去趟趟
水。但黄河水文太复杂了，不
是说看着没危险就没危险。”
陈新鲁说，与其他河流相比，
黄河的特殊之处在于河水含
沙量大，长年落沙堆积，使两
岸土质变得沙化。而随着流量
的减弱，沙化的两岸逐渐凸
高，下方受水流长时间冲击，
上方的沙土就会大面积下陷，
从而形成独特的“V”字形河

床，并且有南直北陡的特点。
“你看着岸边水很浅，往

里多走几步就可能有一个深
沟，水深一下子增加到两三
米。”陈新鲁说。

而根据统计，溺水者要么
是外地的年轻人，要么是在校
的学生。最近几年，政府部门、
学校、社会都采取了一些措
施，提醒预警，情况好了一些。

“前几年，每年都有大学生溺
亡，大部分是青岛、威海等沿
海地区的学生，水性都很好。”
陈新鲁说。

陈新鲁从事黄河水文勘
测工作20多年，对济南周边的
黄河水域很是熟悉，“哪儿水
深可以行船，哪儿不能过船都
知道”，但即使是这样，他也不
敢说自己熟知黄河的“脾气”。

不光是陈新鲁，记者接触
到的在黄河边生活多年的人，
都对黄河保有一分敬畏。“含
沙量大、暗流多、漩涡多，处处
可能有危险”，几乎是每个黄

河岸边长起来的人都会提起
的话。

“父母从小就告诉我们不
能下河游泳，背着父母下河被
逮到后肯定少不了一顿打，这
是关系性命的事儿。”附近居
民郭先生说。

“黄河太凶险了，要说预
防，最好的办法就是提醒大家
不要下水。”陈新鲁说，最近几
年也发生过一人落水同伴去

救，结果都被河水吞噬的悲
剧。

“在黄河救人需要一定的
设备和技术，大家看到有人落
水，千万不要贸然去救。”陈新
鲁说，正确的做法是迅速拨打
救援电话，同时在附近找救生
衣、救生圈或者竹竿、绳子等
物品扔向溺水者，切忌将手伸
向溺水者，以免自己也被拉入
河中。

有人落水，千万别贸然下水营救

看着水浅，走两步就可能是深沟

5月2日恰逢假期，济南泺口浮桥西侧，不少游人带着孩子下水嬉戏。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本本报报倡倡议议

之 现场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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