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预防学生溺水和交通事故
专项行动





健全完善学生防溺水防交通事故工作体系，压紧

压实各级党委政府和各部门防、管、控工作责任，全

力构建家庭、学校、社会“三位一体”的学生防溺水防交

通事故工作网络，着力解决学生防溺水防交通事故工

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努力形成乡村为主、

部门协作、社会参与、联防联控的学生防溺水防交通

事故工作格局，织密扎牢学生安全防护网，全州中小

学生溺亡和交通事故伤亡人数得到有效控制。



一、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责任。

明确县市人民政府要加强对学生防溺水防交
通事故专项行动的统筹，切实承担起学生防溺水
防交通事故工作的主体责任，着力构建“县市、乡
镇、社区、村委会、家长”和“教育体育局、学校、
班主任、家长”的“双线”防溺水防交通事故工作机
制，强化对乡镇、街道开展专项行动的督促、指
导，督促落实对学生、家长全覆盖教育的责任，
对行政区域内水域、道路进行全面排查，结合实
际采取有效的警示、防护措施，加强对村组、社
区、学校的工作指导。



二、严格落实部门行业安全管理责任。

按照既定的预防溺水和交通事故专项
工作机制，形成预防学生溺水和交通事故
工作合力，深化部门协同共治、齐抓共管，
加强资源共用、信息共享，以学生防溺水
专项行动为契机，健全完善学生防溺水常
态化工作机制，构建学生防溺水动态、高
效的防控体系，着眼于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消除隐患。



三、严格落实教育体育部门和学校教育管理责任。

指导县市教育体育局发挥好校园安全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统
筹协调作用，扎实推动学生防溺水防交通事故专项行动，积极探
索预防学生溺水和交通事故新举措、新机制、新模式，建立健全
预防学生溺水和交通事故联动机制。督促指导学校开展好专项行
动，创新工作举措，邀请专家进校园宣讲防溺水防交通事故安全
知识，深入分析溺水、交通事故对学生的危害，针对性的采取措
施。督促学校党组织书记、校长落实好第一责任人责任，带头督
促学校领导每周至少全覆盖排查一遍校内安全隐患。督促值班教
师每天放学时对学生进行安全提醒，督促班主任跟踪掌握学生离
校后安全到家、收假按时到校情况。



四、严格落实村组社区宣传和监管责任。

指导村组、社区加强监督巡查，精准掌握每名在家在组在村学
生的动态，严格落实督促家长履行监护和学生游玩的提醒提示责任。
发动村组干部、党员志愿者、巾帼志愿队、网格信息员和学生家长
定期对危险水域、重点水域、危险路段排查巡查检查，对易发生溺
水事故的水域进行重点巡查，探索建立轮流巡查值守制度。以“敲
门”行动、乡村大喇叭“喊话”、电子显示屏、公示栏、横幅、微信短
信、村民会议等方式，多渠道实施对家长、学生的宣传、教育，探
索设立“少年儿童之家”，统筹各类资源构建关爱少年儿童的“安全
网”。



一、强化监督检查。

加大对学生防溺水防交通事故工作监督检查力度，建立督查机制，组
织专人专班，对乡镇、村组学生防溺水防交通事故工作进行明察暗访，对
工作不力、推进滞后、成效缓慢的单位和部门进行挂牌督办，督促补齐工
作短板，保持学生防溺水防交通事故工作高压态势，确保学生防溺水防交
通事故工作常治长效。

二、严肃问责机制。

从专项行动启动开始，凡发生溺水和交通事故致学生死亡的，按学校
隶属管理原则，由教育督导和监察部门联合开展“一案三查”，对事故发生
原因、专项行动开展情况和责任部门履职情况进行调查核实，既要追究具
体责任人的直接责任，又要追究各级、各部门直至学校、村组（社区）
的落实责任，第一时间组织复盘倒查，根据情节对相关单位和人员依纪依
法依规严肃追责问责，并在全州进行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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