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与“邕江救援”的不解之缘

郭慧仁是土生土长的南宁

人，家门口的邕江是伴随他成长

并带给他畅游之乐的母亲河。

1985年的一天，正在邕江游泳的
郭慧仁，救起了一名轻生的女孩。

后来，女孩的父母打听到他的工

作单位，给他送来一封红艳艳的

感谢信，郭慧仁救人的事迹不胫

而走，还登上了南宁的报纸。

“当时，我在团市委工作的朋

友看见后，拿着报纸来问我‘你觉

得这小伙子可以吗’，我当时就觉

得他很靠谱。”郭慧仁的妻子蒙瑞

珍回忆往事，脸上浮起笑容。

这段救人的经历不仅促成

了一桩姻缘，还让郭慧仁的生活

从此与“邕江救援”紧紧联系在

了一起。从那以后，他只要到邕

江游泳，就会不由自主地观察周

边是否有出现危险的征兆，以便

在第一时间去营救。

每年，邕江流域都会发生溺

水事故，每一条生命的逝去，对

他和其他游泳爱好者的触动都

很大。他们开始意识到，救人应

该是一种集体行为，单靠一两个

人的力量，非常困难。2010 年，
在郭慧仁的倡议下，“邕江水上

安全救护队”成立了。2012 年，
水上救援志愿服务队接受南宁

市红十字会邀请，成为南宁市红

十字应急救护志愿服务队水上

分队。

近 200名队员被分为 7个小
组，一周 7天轮流值班。每天上
午，救援队的微信群会开启新一

天志愿服务报名的接龙，原本 7
人就可截止的报名，常常接龙至

20人。每晚 7点至 10点，志愿者
会在邕江大桥南岸至小码头附

近巡逻并进行防溺水宣传，分发

宣传资料。他们会劝说没有大人

看护的小孩和没有救生装备的

人不要下水、提醒游泳的人注意

安全，发现危急情况他们会通过

投掷救生圈或划桨板营救。此

外，对受伤的泳者进行伤口包

扎，帮市民寻找丢失的物品等琐

事也时有发生。

6月 21日，记者第一次在邕
江一桥江滨休闲公园的亲水码

头旁见到这群志愿者时，很快便

被他们的热情和笑容所感染。

“这位曾经参加过自卫反击战，

这位蝶泳、仰泳、蛙泳全都不在

话下，这位曾获得过‘南宁市能

帮就帮十大模范人物’……”郭

慧仁如数家珍地介绍着队友们。

这些志愿者中有的年纪较

大、身材也有些走形，但划起桨

板、抛起救生圈来的身手一点不

输年轻人。郭慧仁说，营救溺水

者哪怕 1秒的时间也要争抢。经
过多年探索，他们发现抛掷救生

圈能以最快的速度对江岸附近

10 多米范围内的溺水者展开施
救，而营救江中间遇到溺水危险

的人，桨板启动起来比充气救援

艇还快。巡逻和宣传间隙，郭慧

仁一声令下，两名志愿者从岸边

一跃而上浆板，频频划动船桨向

江中冲去，不到 20秒，便到达近
300米宽的江中心。

现如今，这支队伍不断发展

壮大，不少年轻市民和高校学生

也纷纷加入。去年，从广西卫生

职业技术学院护理专业毕业的

农梅花如今也成为志愿者团队

中的一员。在护士工作之余，她

跟着学习救援技能，开展宣传劝

导。“作为一个年轻人，我不想把

时间浪费在整天玩手机刷抖音

上，我想做一些让我人生有价值

有意义的事情，他们都是我学习

成长的榜样，跟他们在一起我能

感受到一种很温暖的氛围。”

事故频发背后是缺乏
对自然和生命的敬畏

随着暑期临近，这些天，郭

慧仁和队友们变得格外忙碌。有

时，他们一天会接到几所中小学

校的邀请，到学校对师生开展防

溺水安全教育。志愿者围绕“在

什么样的水域与什么情况下不

能游泳、哪些地方可以游泳、游

泳时常见的突发情况、如何自救

与预防溺水、遇见溺水者该如何

施救”等知识内容，结合自身多

年救援的经验，向学生讲解怎样

防溺水，以及溺水后的自救与救

援他人的科学方法。

溺水是每年夏天中小学生

非正常死亡的“头号杀手”。此

前，人民网舆情数据中心、人民

在线发布《2022中国青少年防溺
水大数据报告》显示，我国每年

约有 5.9万人死于溺水，其中未
成年人占据 95%以上。对近 5年
来我国青少年溺水表现特征、溺

水原因分析发现，事故发生地

中，河道为近 5年溺水高发地，
且溺亡率高达 91.6%。

随着天气转热，来邕江边戏

水消夏的市民逐渐增多。郭慧仁

告诉记者，看似平静的江面，隐

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危险，邕江

一桥桥墩周围的水域是溺水事

故多发区，“水流冲到桥墩会形

成暗流漩涡，此外，江中间是航

道，游船航行经过和水面形成对

流，对于很多初来游泳的人都是

容易忽视的危险”。

“出事的百分之九十几都是

青少年。”提起半个月前溺亡的一

名青少年，郭慧仁仍有些痛心，那

天晚上 10点，志愿者都回家了，
两名青少年夜里 11点喝酒后相

约来游泳，但没有带救生圈等防

护装备，准备返回岸边时却少了

一人，搜救了几天才找到尸体。

因此，队员们在巡逻和发放

溺水宣传资料时，会尤其注意劝

阻没带任何游泳救生装备的人

和没有家长看护的儿童，“我们

巡逻时看到，有的家长虽然在岸

边陪护，但光顾着看手机，小孩

出事后我们把孩子救上来，家长

都不懂得拉小孩一把，安全意识

太薄弱了”。

端午假期前的傍晚，邕江涌

入成群青少年。蒙瑞珍和队友巡

逻时发现几个外地口音的年轻

男子，他们仅准备了一个救生圈

就准备下水游泳，志愿者站在一

旁劝阻他们注意安全，下河游泳

要带齐救生设备。尽管有些不情

愿，但在志愿者的坚持之下，小

伙子返回到远离岸边的台阶之

上。“我们虽然没有执法权，但是

我们以这种方式宣传劝阻也会

有一定的效果。”

对于志愿者的劝导，大部分

市民都会理解和配合，但偶尔也

会有的人不高兴地说：“要你管，

关你什么事！”但不管对方听不

听，志愿者都会坚持用劝阻让下

河游泳者远离危险。

志愿服务队外联组组长雷

文瑾说：“很多溺亡事故都是发

生在收队以后，那些孩子偷偷跑

进来，这个时候所有志愿队伍都

收队了，江边没人管的时候就比

较危险了，溺亡就是一瞬间的

事，溺水者并不像大家在影视剧

中看到的那样会大声呼救，他们

遇到溺水危险时往往体力耗尽，

10个有 9个是喊不出声的。”
“我们劝阻时，常常会说生命

只有一次，父母养你们这么大不

容易。不为自己着想也要为家人

着想。“郭慧仁说，但每年仍会发

生一些青少年溺亡的事件，这背

后是因为青少年往往缺乏对生命

的敬畏和对自然的敬畏，没有意

识到自然界潜藏的危险，也没有

为应对危险做好充足的准备。防

溺水知识学校都讲过，可一旦掉

以轻心，危险就会随之而来。

救人是为了
没有人需要我们救

从 2010年至今，郭慧仁已坚
持在邕江边开展巡逻宣传 13
年。这些年来，他带领南宁市红

十字应急救护志愿服务队水上

分队队员共救起 300 多名溺水
者，被当地群众誉为“邕江边的

生命守护者”。

时至今日，他仍然很难忘记

33年前的一个夜晚，与一名溺水
者擦身而过的经历。

“那天晚上，就是在那片水

域。”蒙瑞珍指着东北方向靠近邕

江一桥桥墩的江面说，当时有 3
名外地游客下河游泳，其中一名

游客发生了危险，另外两名游客

大呼救命，听见呼救声后正在江

里游泳的郭慧仁立马朝他们游

去，但由于距离较远，加上是夜

里，水面上光线昏暗，等他游近后

发现那名溺水者的位置时，溺水

者已没入水中，郭慧仁赶紧伸手

过去，却没能抓住那个溺水者，眼

看着一条生命被江水吞噬。

“只差了一巴掌的距离就可

以救回那个人了。”蒙瑞珍说，那

名游客不幸溺亡后的一个月里，

郭慧仁每晚都会来到江边，久久

地看着江水出神。

经历这件事后，郭慧仁觉得

自己的力量和知识有限，便去寻

求专业学习，并如愿获得救生员

证，“刚开始，我就凭自己会游泳

便去救人，经过专业学习才知道，

从事志愿服务不能仅凭热情，进

行志愿劝导、开展水域救援也是

一门专业性极强的工作。”

从最初发自内心的个人情

感，到逐渐形成了对志愿服务的

理性认识，郭慧仁觉得自己改变

了很多。他要求每名队员必须掌

握游泳自救的技能，并在南宁市

红十字会的指导下为队员们购

买了集体意外保险。“我们作为

合格的志愿者，要尽量避免同他

人发生摩擦或争吵。我们进行溺

水宣传是以宣传为主，如果市民

听取我们的宣传和劝阻，不在没

有安全保障的情况下下水游泳，

也是我们救了他。”

“从前提倡奋不顾身、舍己

救人，现在经过学习后，大家了

解到这是一种莽撞的做法，首先

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尽

力而为。”蒙瑞珍说。

“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救人

而救人，而是希望大家都提高安

全防范意识，从而采取相应行

动。到时溺亡发生率非常低或者

没有了，最终没有人需要我们

救。”郭慧仁说。

（据《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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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群红马甲，对峙溺水悲剧 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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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 6 点半，郭慧仁和队友们陆续到达日常集合地点———广西南宁市邕江一桥江滨休闲公园的江岸边，换上红色的志愿者外套，支起
南宁市红十字水上志愿队的队旗，便开始当天的巡逻和防溺水宣传。

每年 5 月 1 日至 10 月底，这群“红马甲”都会准时出现在邕江边，他们是南宁市红十字应急救护志愿服务队水上分队队员。 副队长郭慧仁
从 1985 年至今，在这片水域救起轻生及溺水者共 40 余人。

“没有救生衣和救生圈不要下水，因为你不知道水的深浅，先备好救生衣和救生圈再下水。 ”看到一家四口来到岸边，正准备下河游泳，郭
慧仁和队员们立马上前劝阻。

夏季是溺水伤亡事件的高发期，今年 6 月初，一名 17 岁的少年在邕江夜游，不幸溺亡。 6 月 13 日晚，在同一片水域，两名游到江心的市民
因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听到呼救声后，在岸边值守的郭慧仁立刻划着桨板飞速来到他们身边，救起他们。

“南宁的城市精神是‘能帮就帮，敢做善成’。 ”郭慧仁说，这支队伍从刚开始的 8人，慢慢扩充到 20人，到如今发展到近 200人跟溺水悲剧战斗。

� � 6 月 28 日，广西南宁，南宁市红十字应急救护志愿服务队水上分
队副队长郭慧仁和队员们在邕江岸边练习抛救生圈

� � 6 月 28 日，广西南宁，南宁市红十字应急救护志愿服务队水上分
队副队长郭慧仁和队员们向市民发放防溺水宣传手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