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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未到岗的救生员，多位受
访专家认为，如果救生员存在擅离
职守行为，那么涉嫌构成重大责任
事故罪。

“救生员的擅离职守行为与被
害儿童溺亡之间具有刑法意义上
的因果关系，涉嫌重大责任事故
罪。”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彭
新林认为，救生员在明知有人特别
是有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儿童在
游泳池游泳的情况下，应当预见
到，自己擅自离开岗位的行为可能
发生他人溺水而救援不及时进而
导致被害人溺亡的结果，但轻信能
够避免，结果导致溺亡事故发生，
主观方面存在过失。从客观方面
来看，游泳馆救援属于“作业”的范
畴，救生员是在作业的过程中违反
了有关安全管理规定，最后发生儿
童溺亡的严重后果。

“游泳馆负有安全保障义务，
救生员或其他员工是游泳馆的内
部工作人员，救生员的疏忽意味着
游泳馆未能履行其安全保障义
务。游泳馆对受害人承担了赔偿
责任之后，可以根据和救生员等员
工之间的劳动合同或者用工协议
来进行内部处理或者追责。”北京
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民法典研究
中心主任孟强说。

在彭新林看来，游泳馆的经营
者或管理者明显未尽到安全保障

义务，在本应当配备至少两名固定
水上救生员的情况下配备不足，且
配备的救生员擅自离开工作岗位，
未能履行救生员职责，游泳馆显然
未尽到管理上的安全保障义务，故
造成他人损害或者溺亡的，依法应
当承担侵权责任，包括承担抢救费
用、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抚慰
金等赔偿责任。此外，游泳馆因存
在违反安全管理、安全生产作业的
情况，也应予以相应的行政处罚。

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教
授黄忠认为，要想让救生员行业的
从业者更加认真履行职责，就应严
格执法，通过事后追责让相关单位
和人员牢固树立生命至上、预防为
主的观念，织好生命安全网。在依
法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的刑事责
任外，也要依法追究其民事责任。

“场馆的民事赔偿责任有两个依
据：一个基于合同，另一个基于侵
权。同时，还应鼓励公民对此类危及
生命安全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举
报，检察机关也应当通过公益诉讼等
方式来督促体育场馆全面落实安全
管理主体责任，形成合力。”黄忠说。

孟强补充道：“在运营主体承担
赔偿责任的同时，相关市场监管部门
也应当对游泳池的运营方和从业者
进行处罚，责令其切实履行职责，严
格按照上岗要求、工作内容等进行履
职，切实保护消费者的人身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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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段“男孩游泳池溺
亡”的视频在网上引发关注。监
控视频显示，一名男童不慎脱离
游泳圈在水中挣扎后沉入池底，
但周围的人似乎都没有发现异
常。数分钟后，男童才被捞起抢
救，最终不幸身亡。

该事件发生后，公众扼腕叹
息，更多人提出疑问：事发当时，
救生员去哪了？男童溺水，周围
的人是否有责任和救助的义务？
发生事故，涉事游泳馆及救生员、
男童监护人是否有责？记者就此
采访多名专家，解读事件背后涉
及的法律问题。

曾著有《游泳安全救生教育相关问题研究》的
海南大学体育学院教师殷培根告诉记者，目前我国
游泳安全救生员的构成复杂，大部分救生员是来自
健身俱乐部等从业人员，其中具备专业救生知识与
技能的人员占比非常少，且人员流动性较大，多数
是健身俱乐部的成员与教练，没有接触过专业的游
泳救生安全教育培训，专业素质不高，在进行救助
时多依靠自己的个人经验，他们从某些角度来讲并
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游泳救生员。

“此外，救生员性别比例不平衡，男多女少。对
救生员没有学历上的要求导致救生员整体文化水
平偏低，综合素质不高，造成行为习惯方面的懒散，
在实行救助时危险系数增加，使得游泳救生工作中
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殷培根说。

据殷培根介绍，我国早期建立的救生员协会，
在名义上是对国内所有的游泳救生员进行工作培
训与管理，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管理制度不完善，
只局限于救生员和救生培训基地方面，对救生机构
与救生人员的管理力度有限，而且现阶段对救生员
的培训主要集中于泳池场地的救生工作，忽视了对
大海场所救生员的培训工作。

“未来希望结合我国救生事业发展的实际情况
设立相关的管理条例，完善游泳安全教育培训制
度，并建立严格的审查监督机构增强对游泳安全教
育的监管力度，以保障安全教育工作的有序进行。”
殷培根建议，可以通过一些合理的渠道进行资金筹
集，为救生机构的建设提供充足的物质保障，以此
确保救生培训机构的正常运作，促进救生事业的健
康发展。

事发时的视频显示：游泳池边虽摆放有
救生员座椅，但游泳馆的救生员不在现场。
该游泳馆工作人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救
生员当时有事离开了一下”。

当游泳馆内发生人员溺水，救生员脱岗
或未到岗，即使在岗也未认真履职从而导致
溺亡的事件，今年已发生多起。

今年 3月，四川省江油市发生一起泳池
溺亡事件。死者家属查看事发时的监控发
现，死者当时在泳池中抽搐了一下后便趴在
水里不动，直到被其他游泳者救起，其间没有
游泳馆救生员出现。游泳馆工作人员称，事
发时间较早，救生员还未到岗。

三个月后，一男子在广州市增城区某会
所室内恒温游泳池溺水，游泳馆救生员低头
似在玩手机，未注意到溺水情况，9分钟后才
实施救援，最终男子溺水身亡。

在北京从事救生员相关工作的胡建（化
名）告诉记者，一般溺水发生后，60秒左右时
溺水者将出现口鼻进水、停止呼吸、瞳孔放
大、身体抽搐等状况，4分钟到6分钟时，脑细
胞将开始受损、死亡。对于公共泳池的救生
员配备情况，在标准游泳场所（50m×25m）设
置观察台时，应按照救生员观察区域的划分，
本着不留盲区与死角的原则，至少设置 4个
观察台也就是 4名救生员。同时，根据各地
相关规定不同，如果泳池水面面积在 250平
方米及以下的，应至少配备3名救生员；水面
面积在 250平方米以上的，应按面积每增加
250平方米及以内增加1人。

“但是，目前公共泳池尤其是一些健身房
里的游泳池，存在没有配备救生员或者救生
员数量不足的问题。”胡建说，“坐在 1.9米高
的救生椅上，能观察到泳池里的每一个人。
工作期间必须保持精神高度紧张，如果意识
到自己疲倦了，便要主动与巡视的救生员交
换，下场走几圈，保持清醒。几十个人的生命
都和你有关系，一点儿都不能懈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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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段“男童游泳池挣扎一分钟
溺亡”的视频在网上引发广泛关注。

监控视频显示，事发于 10月 1日 14
时 20分许。当时，一名男童抱着游泳圈
翻身后，双手脱离了游泳圈，之后在水中
不停地挣扎。大约一分多钟后，男孩没
有了动静，身体沉入水中。有多名大人
和孩子也在泳池内，但均未发现这一异
常。当日 14时 28分许，男童被一旁的成
年男子发现，并将他捞起；14时 30分许，
现场多人开始对这名男童进行抢救。

记者采访获悉，事发时，游泳馆的救生
员不在现场。该游泳馆相关工作人员在接
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救生员当时有事离开
了一下”，发现男孩溺水后，游泳馆的专业
救生员和在现场的一名医生对其进行了施
救。该工作人员还表示，男孩是由一个成
年人带到游泳馆的，具体是谁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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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童游泳池挣扎
数分钟无人发现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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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生员去哪了焦点1

焦点2
救生员是否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

男童沉入水中近 7分钟，为何他身旁
的成年男子迟迟未发现并及时施救？该成
年男子是否要为男童溺亡承担法律责任？

黄忠认为，从道义上来说，游泳馆内的
成年人应留意周围是否有孩子溺水，并从
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角度出发，如果发现孩
子溺水，应在不危及自身安全的情况下施
以援手，也可以第一时间向救生员求助。

“救助不是法定义务，但法律鼓励见义
勇为。”黄忠说，《民法典》不仅通过第一百八
十三条对见义勇为者在救助他人时导致自
己的损害予以了救济，同时还通过第一百八
十四条对见义勇为者在紧急救助时可能对
受救助人的损害予以了豁免。这两条规定
从法律上都积极肯定了见义勇为的义举。
因此，需要通过宣传教育让每一个公民在不
危及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对那些陷入危难者
及时施以援手，共同守护生命安全。

那么，游泳馆内除救生员之外的其他
工作人员，是否有救助义务？

对此，孟强认为，馆内救生员当然负有救
生义务，馆内的其他工作人员如保洁人员等，
若发现消费者出现溺水情况，负有救助义务。

游泳馆相关工作人员透露，男童是由一
名成年人带到游泳馆的，具体是谁，目前不得
而知。孟强认为，将儿童带入泳池之后，监护
人必须时刻严加监护，最好是贴近保护。如
果监护人把儿童带入泳池后，就不管不顾，让
儿童独自戏水玩耍最终发生悲剧，监护人明
显未尽到监护职责，需要承担一定责任。

孟强还提醒，如果父母将监护职责委托
给他人，由受托人带儿童去游泳，未能履行
监护职责而发生悲剧，那么根据《民法典》的
规定，对于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委托人的
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委托人损失的，委托
人可以请求赔偿损失。因此，如果造成儿童
溺亡的原因是受委托人存在重大过失而造
成，其需要向儿童的监护人承担赔偿责任。

周围人是否
有责任和救助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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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加强救生员培训工作焦点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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