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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镇“排查、巡查、督查”三
管齐下，针对薄弱环节进行“补
网”。

为将举措落到实处，三门镇
各村的全科网格员纷纷出动，在
辖区内不断巡逻，制止无监护人
监管的学生在水边玩耍、游泳等
危险行为；排查水域隐患，在危险
水域尤其是情况不明的河道、塘

坝、水库、沟渠、洞坑、废井等处设
置防溺水警示标志；入户宣传，对
每个家庭，尤其是有孩子的家庭，
发放“防溺水宣传单”，告诫学生
及学生家长不要靠近危险水域。

此外，该镇还通过“村村响”
循环播放防溺水注意事项、悬挂
横幅、设立视频摄像头、微信公众
号推送、成立镇村两级巡逻队等

方式，将这项工作进一步做细做
实。

目前，三门镇确保一塘一牌
一竿，共制作并设立“救援竿”与警
示标志 200 多处，悬挂横幅 20 余
条，利用“村村响”循环播放“防溺
水注意事项”1000余次，上门发放

“防溺水宣传册”1000 余份，累计
劝阻下水、下河野泳群众10余名。

一塘一牌一竿+排查、巡查、督查

防溺水：三门镇各村妙计频出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张媛 通讯员/彭旸晶

暑期来临，天气炎热，多地出现青少年溺水事件。天元区三门镇各村妙计频出，用土方法筑牢暑期“防溺
水”安全堤。

暑假为防学生溺水，三门镇
湖坪村村干部们接到相关通知后
集思广益，想出了设置“救援竿”
的好方法。

“救援竿”长什么样子？
“哈哈，其实就是一根长长的

竹竿。”湖坪村党总支书记唐起根
说：“可别小看这根竹竿。万一有
人落水，施救者用手直接抱溺水
者很危险，可以用救援竿在岸边
迅速施救。”

湖坪村的全科网格员们纷纷
响应，自己动手，上山砍下粗细合
适的竹子，截成长度合适的竿子，
用胶带和红色 A4 纸在竹竿上标

注好“紧急救援竿”“请勿挪动”等
字样，放置在村里山塘水池边醒
目位置。

村民刘义平说，这个土办法
好，简单易得，方便快捷。警示牌
重要，这样的“救援竿”更重要，关
键时刻说不定能挽救一条生命。

每到一座山塘水池，湖坪村
的村干部和全科网格员们就和游
泳者现场演示“救援竿”使用方
法，进一步提升此类溺水救援方
式的知晓度。

“小小一根竹竿，看似简单却
意义重大。”唐起根表示，此次投
放的“救援竿”每根长5到6米，放

在水库岸边顺手处，使用方便快
捷。为避免误解，唐起根强调，投
放不是鼓励游泳，而是以防万一。

三门镇白石村也不甘落后，
该村的全科网格员们也就地取材
自制“救援竿”，零成本、不怕丢、
作用大。他们还对辖区巡查过程
中针对缺少警示牌、护栏破损以
及其他溺水安全隐患等情况进行
记录并第一时间上报，在危险水
域放置竹竿、绳索、救生圈等救援
工具，确保有人落水后第一时间
实施救援。

这样的“救援竿”，很快便成
了三门镇的“新潮流”。

一根根竹制“救援竿”，支起生命希望

“池塘边有很多危险，小朋友
们要离它远一点，一不小心脚下
一滑，爸爸妈妈就再也看不见，河
里面有妖魔鬼怪，阴森恐怖会吃
人忽隐忽现，不管是冬天还是在
夏天，远离池塘才安全……”

最近，在三门镇上节街社区，
这样的儿歌在小朋友们中间传
唱，朗朗上口。

原来，这是社区干部和全科
网格员自编“防溺水”的儿歌歌
词，再配上耳熟能详的《童年》旋

律，创作的防溺水儿歌。
“社区干部和全科网格员们

分别去到各个幼儿园，教小朋友
们唱这首防溺水儿歌。”上节街社
区书记马喜雄说，玩水是孩子的
天性，但玩水同时也是很危险的，
上节街紧邻湘江，是未成年人防
溺水的重点区域。“除了防溺水儿
歌，我们还将防溺水的知识用游
戏的方式教给孩子们。”

社区居民王芳说，她家孩子不
仅学会了这首儿歌，还教家长一起

唱。这样的方式，能让孩子在快乐
的歌谣中受到防溺水安全教育，掌
握更多的防溺水安全知识。

湘江水，蓝又蓝，看着想去蹚
水玩儿；蹚水玩，真凉快，就是蹚
着容易绊；脚一绊，心一乱，扑通
扑通水中蹿……除了儿歌，社区
和网格员们还自编一首顺口溜，
每天在“村村响”里不间断播放。

“儿歌、顺口溜都容易传唱，
对宣传防溺水都有很好的效果。”
马喜雄说。

一首首易记歌谣，唱出防范意识

网格员“三管齐下”，夯实安全堤坝

▲网格员自制“救援竿”放在水塘显眼的位置。受访者供图

防溺水：
芦淞区师生在行动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戴凛 通讯员/吴育珍 实习生/许嘉良）
昨日，芦淞区大京水库边响起了孩子
们的歌声。原来，这是大京学校山水
留守儿童合唱团的同学正在宣传防溺
水知识。记者了解到，为做好防溺水
工作，芦淞区各校正以多种形式进行
防溺水宣传。

学生：带头当宣讲员

昨日上午8点，在大京水库1号码
头，来自大京学校山水留守儿童合唱
团的孩子们唱起了《大京的山 大京的
水》，在活动中，同学们讲述了野泳存
在的危险性，呼吁青少年远离野外水
域。而在另一所乡村学校——白关镇
旭日小学，部分学生当起了义务宣讲
员，他们录制宣讲小视频，告诫同学们
远离野外水域。

“暑假到了，又到了溺水的高峰期
……生命只有一次，大家一定不要因
为野泳而失去了宝贵的生命。”在株董
路小学，学校组织同学进行防溺水安
全教育课后，还进行了手抄报比赛。
同学们用稚嫩而朴实的文字，讲述了
他们对野泳的看法。

老师：组成志愿巡逻队

记者发现，不只是学生们带头上
阵，不少学校的老师则组成了志愿巡
逻队。

“校园附近就有枫溪港河道，所以
学校在假期中还安排了专人在周边巡
查。”南方一小相关负责人说。

此外，市七中、株董路小学等学校
的工作人员，把巡查范围移到了湘江
沿岸，以便及时劝回野泳的青少年。

记者从芦淞区教育局了解到，目
前，该区教育系统已发放《致家长一封
信》等宣传资料 8.5 万份，推送防溺水
安全提醒及应急救援知识4200余条；
开展防溺水警示片教育和专题宣传讲
座323余场次。

▲旭日小学学生正在录制防溺水
宣传视频。 受访单位供图

▶白石村网格员陈芳正在制作防溺水“救援竿”。通讯员供图

让行政执法更规范更具公信力
新华社记者/刘硕 白阳

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进一步明确了行
政处罚的定义，对执法程序和执法人员行为
等作出规范。有案不移、以罚代刑、重复执法
……针对这些实践中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
题，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完善行政处罚的定
义、种类和没收违法所得制度，延长重点领域
违法行为追责期限等，把制度的“栅栏”扎得
更牢，让行政处罚更有震慑力。

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强化处罚与教育
相结合的原则，健全行政处罚适用规则，明
确首违不罚、没有主观过错不罚，增加从旧
兼从轻适用规则等，增加了法律在群众中
的接受度，有利于在全社会形成尊法尚法、
自觉守法的良好氛围。

法治信仰的培养，有赖于每一次执法
过程中都能让群众感受到公平正义。针对
滥设乱设“电子眼”产生“天量罚单”、“临时
工”不规范执法等现象，新修订的行政处罚
法明确，应当公布电子技术监控设备设置
地点避免“暗中执法”，增加行政执法公示、
执法全过程记录、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查
制度，落实行政执法人员持证上岗和资格
管理制度要求，完善告知程序和回避制度
等内容，让行政执法全过程暴露在阳光下，
让执法更具公信力。

法律的生命在于实践。新修订的行政
处罚法对行政机关依法履职提出了更高要
求。期待这部新修订的法律得以切实落
地，转化为群众践行法治的动力，推进社会
治理水平不断提升。

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的一
大亮点，是明确省、自治区、直
辖市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可以
决定将基层管理迫切需要的县
级人民政府部门的行政处罚权
交由能够有效承接的乡镇人民
政府、街道办事处行使。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行
政法室一级巡视员张桂龙表

示，乡镇街道承担了大量服务
职能和行政管理职责，其中很
多行政管理职责需要通过行政
执法来实现；但现行有关法律法
规大多规定行政处罚的实施主
体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所
属部门，存在“看得见的管不了，
管得了的看不见”的问题，难以
适应基层社会治理的实际需要。

他表示，新修订的行政处
罚法对承接行政处罚权的乡镇
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的执法
能力建设作出规定，并要求有
关地方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应当
加强组织协调、业务指导、执法
监督，完善评议考核制度等，确
保行政处罚权“放得下、接得
住、管得好、有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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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罚权下放基层、规范“电子眼”执法、整治“重复执法”……

新行政处罚法如何破解执法难点？
基层单位缺乏执法权，难以满足实际需要；“电子眼”拍到违法行为，却只记录不告知；一个事项重复处罚，

增加群众负担……近年来，一些行政执法领域的问题频频引发群众“吐槽”。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自7月15日
起施行，有望破解这些执法难点。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有关负责人日前在接受“新华视点”记者采访时表示，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增加综合行
政执法制度、健全行政处罚规则、完善行政处罚程序，为深入推进依法行政、推动法治政府建设提供了法律保障。

当事人合法权利咋保障？

实践中，一些地方和部门存在行政处罚流
程不规范、处理过程不透明、结果告知不及时等
问题，影响执法公信力。修订后的行政处罚法
大幅增加行政处罚程序有关规定，进一步保障
当事人合法权利。

“国务院开展的行政执法‘三项制度’改革，
全面建立行政执法公示、执法全过程记录和重
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新修订的行政处罚
法贯彻改革精神、巩固改革成果，对各方合理意
见建议予以积极吸纳，充实完善行政处罚程序
制度。”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立法规划室副主
任黄海华说。

黄海华介绍，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在现有
的简易程序、一般程序、听证程序等三类处罚程
序基础上，增加应急行政处罚程序和非现场行
政处罚程序，推动建立分层次、多类型的行政处
罚正当程序制度。同时降低简易程序门槛和扩
大听证程序适用范围，推动和引导简易程序和
听证程序在行政执法实践中的运用比重。

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还增强了执法透明
度。比如，增加行政处罚期限，规定行政机关应
当自行政处罚案件立案之日起九十日内作出行
政处罚决定；增加行政执法公示、执法全过程记
录制度，完善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完善
告知程序，明确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
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内容等。“看得见的管不了，管得了的看不见”问题咋解决？

近年来，一些地方滥设乱设
“电子眼”抓拍交通违法行为产
生“天量罚单”，引发舆论关注。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行
政法室处长张晓莹介绍，新修
订的行政处罚法对电子技术监
控设备的质量要求、设置、使用
和程序等作出全面规定，避免

“暗中执法”。
比如，明确利用电子技术

监控设备收集、固定违法事实
的，应当经过法制和技术审核，
确保电子技术监控设备符合标

准、设置合理、标志明显，设置
地点应当向社会公布；电子技
术监控设备记录违法事实应当
真实、清晰、完整、准确；行政机
关应当审核记录内容是否符合
要求，未经审核或者经审核不
符合要求的，不得作为行政处
罚的证据。行政机关应当及时
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为当事
人查询、陈述和申辩提供便利。

张晓莹表示，新修订的行
政处罚法施行后，将推动做好
这些工作：一是有关立法机关

应当及时清理相关规定，对于
超出权限作出的非现场执法规
定进行清理。二是有关行政机
关应当及时补充法制审核、技
术审核、公布设置地点等手续，
完善电子技术监控设备设置的
合法性。三是有关行政机关要
及时检定相关设备，对不符合
标准的电子技术监控设备及时
淘汰更换。四是有关行政机关
要及时优化技术手段措施，提
升电子技术监控设备记录信息
的告知效率效果。

“电子眼”执法咋规范？

“七八顶‘大盖帽’，管不好
一顶‘小草帽’。”这是群众对一
些执法部门权责不清、重复执
法现象的形象描述。对此，新
修订的行政处罚法增加了综合
行政执法制度。

“‘一事不再罚’是行政处
罚法确立的重要原则。新修订
的行政处罚法在这一原则基础
上，针对实践中一个违法行为
违反多个法律规范的情形增加

规定，同一个违法行为违反多
个法律规范应当给予罚款处罚
的，按照罚款数额高的规定处
罚。”张桂龙说。

他强调，“一事不再罚”指
的是不能给予两次及以上的罚
款处罚。一些法律规定，对于
某种违法行为，既要给予警告，
又要没收违法所得，还要给予
罚款，甚至吊销许可证等，罚款
之外的处罚种类可以并罚。

此外，针对群众关注的以
罚代刑等现象，新修订的行政
处罚法完善了行政处罚与刑事
司法衔接机制。

“我们要建立行政执法机
关、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
机关信息共享、案情通报、案件
移送制度，坚决克服有案不移、
有案难移、以罚代刑现象，实现
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无缝对
接。”张桂龙说。

重复执法问题咋破解？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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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破解执法难点。 新华社发/朱慧卿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