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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说

本报讯 （记者林海） 记者近
日从有关部门获悉，我市现有包
括宁波四明户外应急救援队、象
山户外应急救援队、宁海飞狼救
援队等在内的户外救援队 20 多
支，基本覆盖了各区县 （市）。这
些救援队在民政部门注册，有的
挂靠在当地红十字会，得到卫生
部门的支持，资金来源主要有向
相关部门申请活动资金、企业赞
助、义卖、自筹等。

其中，宁波四明户外应急救
援队是宁波第一支在民政部门正
式注册的民间应急救援队，成立
于 2012 年，现有骨干成员近 50
人，具有相关资质证书的专业人
员 20 多名，设有医疗组、搜救
组、通信保障组和后勤组，主要
提供户外救援、城市应急、通信

保障、慈善帮扶四大类公益服
务。他们配备统一服装和 LOGO
以及专业的救援设施，拥有自己
的无线电应急通信频率，开通全
国通用的求救电话 4001515885，
同时开通微博、微信平台接受求
助，并加入壹基金救援联盟，至
今已在搜救迷路驴友、提供春运
保障、驰援雅安地震、抗击“菲
特”台风中执行各类救援行动 60
余次，是为数不多的被市委、市
政府评为 2013年抗洪救灾先进集
体的公益服务团队。

宁波现有20多支户外救援队

2005年 4月，国家体育总局将
“山地户外运动”设立为我国正式
开展的第 100个体育运动项目，属
于登山项目的下属分项，其业务工
作由总局登山运动管理中心管理。

“国外没有像中国这样把户外运动
当作正式的体育项目，比较常见的
是 户 外 休 闲 （outdoor recre-
ation） 和户外竞技两类。”国家体
育总局登山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张
志坚博士表示。

据中国登山协会登山户外运动
事故研究小组的研究，近两年，国
内户外运动事故数量的增多导致事
故类型也越来越多，从迷路、滑
坠、被困、高坠、疾病等有限几种
上升到十几种事故类型，迷路事故
仍然是事故高发的类型之一，根据
案例分析来看，迷路类型主要分为
天黑迷路、落单迷路、大雾迷路、
挑战新线路迷路等。

从登山运动的项目来看，低海
拔登山和徒步穿越连续多年成为事
故频发的运动项目，山东、广东、浙
江、河南仍然是事故频发地，事故数
量在全国遥遥领先，主要原因：一是
四省的山地资源比较丰富，吸引了
全国各地的登山爱好者参与其中；
二是交通便利，位置优势明显，经济
也相对比较发达；三是当地救援队
和信息员加大了对事故统计力度，
事故数据收集得更加全面和具体，
漏报事故比较少。

哪些因素易导致事故发生？中

国登山协会有关研究表明：事故与
组织形式密切相关，天气只是外部
诱因，非决定性因素。易造成事故
的组织形式，如独行、亲友结伴、
网上邀约等，其共同点就是没有责
任主体，户外经验缺乏，遇险时应
对能力有限。

如何避免事故发生？相关人士
指出：登山户外运动具有高风险
性，切忌盲目，出行前一定要了解
目的地的地形和天气，做好行前计
划，掌握户外基础知识，这是安全
出行的前提。许多事故的发生，恰
恰是由于登山者户外经验不足、安
全意识淡薄所致。作为参与者，出
行前应了解户外风险和事故类型，
学习急救与自救知识，遇险时保持
冷静，避免心态失衡。登山途中量
力而行，不盲目自信或存侥幸心
理，及时根据自然环境和身体条件
调整行程。

宁波有多支户外救援队伍，他
们从事着公益性的服务。我市自
2013 年开始为注册户外救援志愿
者购买人身意外险，此次参与救援
宁海县黄坛镇遇险的 32 名上海驴
友的宁海飞狼救援队，就是属于专
业志愿者。但从宁波各个户外救援
队的情况反馈来看，情况不容乐
观。受客观条件所限，有的救援队
并不强制队员购买保险；有的救援
队则由当地红十字会等部门帮助，
为救援队员购买户外运动专项保险
或意外伤害保险。

参加户外运动应做足准备

6 月 23 日深夜至 24 日凌晨，
32 名上海驴友被困宁海黄坛镇清
水溪。从现场救援照片看，溪中
水流湍急，让人十分惊心。幸亏
当地救援队救援及时，避免了一
次生命悲剧的发生。令人不可思
议的是，这 9 个家庭共 32 名上海
驴友中，未成年人就有 12人，其
中年龄最小的仅 5 岁，他们把户
外运动当成了旅游，简直是拿生
命当儿戏。

这几年，尚显新潮的户外运
动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驴友
不仅呼朋唤友相约成行，还在
QQ 群、网站、论坛上发布诱人
的“招募帖”，掀起了一阵阵的

“户外风”。然而，驴友遇险事件
也时有发生，虽然绝大多数得到
了及时救援，并最终化险为夷，
但这些驴友的盲目、草率或贪图
一时之快，无疑耗费了大量宝贵
有限的公共资源。

户外运动是一个专业活，有
诸多不可控因素，不同活动的地

理环境、气候变化，危险度各不
相同。因此，它对户外运动爱好
者行进的每一步，对每一个细
节、每一个动作，对过每一座山
峰、每一条河流溪水，都有一定
的要求，要事先做好充分准备。
而且，它对参与者的身体素质、
心理素质也是一种考验。遗憾的
是，不少驴友对此认识不够，缺
乏经验，把户外运动当成了普通
的旅游，一有召唤就头脑发热跟
风出行，甚至带着老人小孩成
行，结果以身犯险。

探险不是犯险，勇敢不是鲁
莽。感受自然、亲近自然，锻炼
身体、磨炼意志，这本是一件好
事，但我们思想上必须上紧安全
弦，毕竟户外运动仅仅是我们的
一种生活方式而已。同时，当地
有关部门也要结合实际做好安全
监管的修补工作，险地该提示的
提示，该禁止的禁止，尽量避免
危险发生的可能。

（李国民）

别拿生命当儿戏

▲宁海飞狼救援队在救
援遇险的上海驴友。

（宁海飞狼救援队供图）

给户外运动系上
本报记者 林海

位于浙东地区的宁波，域内
自然资源丰富，9816 平方公里的
辖 区 陆 地 面 积 ， 另 有 海 域 面 积
8355.8 平 方 公 里 ， 岸 线 总 长
1594.4 公里，约占全省海岸线的
四分之一；大小岛屿 614 个，面
积 255.9 平方公里。宁波境内还
有两港一湾，即杭州湾、北仑港
和象山港。

从户外运动的角度来看，宁波
拥有山、海、岛、礁、泉等多种户
外运动的资源，在国内沿海城市中
也不多见。全市山地丘陵面积占陆
域面积的一半左右，良好的植被不
仅成为宁波发展重工业的重要生态
屏障，而且为开展山地户外运动提
供了优越的条件。广阔的海域、较
长的海岸线，加上众多的江河、溪
流、湖泊、水库，为宁波开展皮划
艇、赛艇、帆船帆板、桨板、冲浪
等水上运动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数
百个大小不一的岛礁，则是宁波市
民开展海钓、露营等户外休闲运动
的天然场地。

近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
高，市民的休闲需求在快速增加，
足迹逐渐遍及宁波各个角落。比
如，位于余姚大隐镇的芝林村，因
其原生态的自然风光，白岩溪未受
到任何破坏的水源，前些年吸引了
大量游客前往休闲度周末，一度传
出的收费传闻，更是引发了周末

“大堵车”现象。和芝林村情况相
似的还有鄞州区的横溪等地，亭溪
岭、松石岭古道的建设引得登山爱
好者慕名而来，停车难成为当地一

大难题。
象山县的灵岩山是宁波户外

运动爱好者发现的一个“攀岩天
堂”。这里高 100 多米的岩壁，在
华东地区十分罕见，前些年经户
外运动爱好者介绍，政府部门开
始介入，2011 年曾成功举办海峡
两岸及香港地区攀岩挑战赛。

慈溪市的伏龙山，则被宁波
的滑翔伞爱好者发现，经当地旅游
部门介入，后来逐渐成为滑翔伞运
动基地。十年中，伏龙山多次成为
国家级滑翔伞比赛、嘉年华活动的
场地，今年更是成为国家队的亚运
会集训地之一。

宁海县建成的第一条国家登山
步道，正是当地政府顺应人民群众
的户外休闲需求，在国家体育总局
相关部门支持下，2009 年建设，
2010年4月即成为“国家登山健身
步道示范工程”。在此基础上，宁
海县把国家登山健身步道延伸至
500 公里，贯穿全县所有乡镇街道
和九成以上的建制村，成为公开推
广宁海县山水资源的一张绝佳名
片。“每年在宁海登山步道上行走
的超过 300 万人次。”宁海县主要
负责人介绍。

正是由于宁波独特的山水资源
优势，使之成为低海拔地区开展户
外运动的上佳场地。加上宁波离上
海、杭州、南京等大城市的距离不
远，长三角地区的驴友前来宁波徒
步、攀岩、露营的不少，峡谷穿
越、溯溪等户外运动的人数也在逐
年递增。

独特的山水资源引人探奇

近 20 年来，由于市民休闲需
求与日俱增，周末自发参与登山等
户外运动的人群大量增加，远远超
过了政府部门的预计。与此同时，
90%以上的登山及徒步爱好者没有
经过专业培训，风险意识薄弱，自
救能力差，一旦出事往往引发大规
模的救援行动，甚至死伤事故也时
有发生。

2009年 8月台风“莫拉克”袭
击宁波之际，8名驴友在鄞州区龙
观乡冒雨徒步，舟山籍驴友“关
于”不幸被洪水冲走，众多户外救

援队从外地赶来宁波参与搜救行
动，其遗体直到两个月后才被发
现。这是发生在宁波境内的第一例
户外运动死亡事故。

2013 年 6 月 11 日，在余姚市
黑龙潭景区内，一名浙江农林大学
的大二学生随 17 名驴友在景区内
游玩时不慎落入瀑布潭中溺亡。

2014 年 6 月 2 日，宁波 20 多
名驴友结伴去乐清的北雁荡山森
林公园景区爬山。下山途中，有 4
人出现中暑虚脱症状，其中一名
30 多 岁 男 性 驴 友 经 抢 救 无 效 死

事故中不少驴友的错误“很低级”

亡。事后，死者家属告组织者和
领队索赔 126 万余元。由户外运
动死亡引发法律纠纷，这在宁波
是第一例。

据不完全统计，宁波发生的户
外运动死亡案例已有近 10 例。除
此之外，因迷路引发的户外救援事
件，在近年来呈上升趋势。宁波第
一支户外救援队——宁波四明户外
应急救援队在 2012 年成立，发起
人“大饼”跟驴友“关于”认识，
正是后者离世触发了“大饼”从事
户外救援的初心。

根据中国登山协会李舒平等
人的分析，近些年，国内低海拔
地区参与户外运动的死亡人数快
速上升且远远多于高海拔登山运
动 ， 参 与 人 数 的 急 剧 增 长 是 主
因。国家体育总局登山运动管理
中 心 市 场 开 发 部 部 长 丁 祥 华 介

绍，目前中产阶层是山地户外运
动的主流人群。全国户外运动爱
好者已有 1.3亿人，到 2020年中国
山地户外运动产业总规模有望达
到 4000亿元。

在一些专业人士看来，低海
拔地区户外运动的罹难者，所犯
错误多数“很低级”：在不该露
营的地方露营，结果遭遇山洪暴
发；登山时没有基本的登山鞋和
手杖、护膝等装备，穿着普通运
动服装、背着普通双肩包就上山
……此次在宁海县黄坛镇遇险的
32 名上海驴友中未成年人就有 12
人，其中年龄最小的仅 5 岁，说
明这些驴友缺乏最基本的户外运
动风险常识，把具有探险性质的
峡谷穿越当作一次普通的郊游。

“无知者无畏”，成了这些菜鸟驴友
最真实的写照。

▶宁波市民参加登山
活动。 （胡龙召 摄）

前几天，上海驴友在宁海黄坛被困事件再次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

注。实际上，这不是驴友第一次在宁海被困了。类似事件频频在宁波发

生，不由得令人深思——

图 示

徐胜男 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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