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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驴友”被困警情频发，“治
标”之策再好，也会出现百密一疏
的情况，代价很可能就是一条生
命 。 所 以 要 减 少 这 类 警 情 ，“ 治
本”的方法不能少。

有 网 友 建 议 ，“ 驴 友 ” 被 困
要视情况而定，如果是自己违规
在先，就应承担相应的责任，这
种 救 援 不 应 该 免 费 。 有 偿 救 援 ，
更 多 的 是 一 种 威 慑 ， 警 示 “ 驴
友”不要过于任性。毕竟，除了
经济账外，救援人员进入那些未
开发区域，同样是要冒生命危险
的。

去年 6 月，安徽黄山风景区对
一名擅自进入景区未开发、开放区
域被困的游客进行救援，结束后要
求其承担部分救援费用。这次救援
因此成为 《黄山风景名胜区有偿救
援实施办法》 颁布以后的首例有偿
救援行动。

根据 《黄山风景名胜区有偿救
援实施办法》，有偿救援是指旅游
者不遵守黄山风景区游览规定，擅
自进入未开发、未开放区域陷入
困顿或危险状态，管委会完成救
援后，由旅游活动组织者及被救
助人承担相应的救援费用。有偿
救援费用包含救援过程中产生的
劳务、院前救治、交通、意外保
险、后勤保障、引入第三方救援力
量等费用，其中劳务费用是指非管

委会工作人员参加当次救援应予支
付的劳务报酬。

此外，有些地区也在尝试采
取有偿救援措施，目的同样不是
为了“收钱”，而是为了有效遏制
擅自进入未开发区域的任性旅游
或探险行为，从根本上来说，是
为了更好地维护游客的生命财产
安全。比如，去年四川卧龙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就通报过一
起非法穿越事件的处理结果：幸
存的 6 人除了分别受到五千元罚
款的行政处罚外，还必须支付医
疗救护费用。有关部门作出处罚
的 一 条 重 要 依 据 就 是 《旅 游 法》
第八十二条：“旅游者在人身、财
产安全遇有危险时，有权请求旅游
经营者、当地政府和相关机构进行
及时救助。中国出境旅游者在境外
陷于困境时，有权请求我国驻当地
机构在其职责范围内给予协助和保
护。旅游者接受相关组织或者机构
的救助后，应当支付应由个人承担
的费用。”

同时，有偿救援也是全球很多
国家的通行做法。比如，美国早在
1995 年就出台法案对违规者收取
救援费用。在日本，虽然警察救援
不会收费，但政府机构人手非常有
限，绝大多数情况下需要民间专业
救援机构支援，他们就要收取高昂
的救援费用了。

网友建议 救援应酌情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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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11月7日，消防员救援被困于北仑一座野山上的
“驴友”。 （林肃方 摄）

中：10 月 30 日发生在龙观乡的那起“驴友”被困警
情，救援难度极大。 （勾顺康 邓锦荣 摄）

右：海曙公安民警在“高危”区域设置警示牌。
（海曙公安分局供图）

最近一段时间，“驴友”被困
的警情又多了起来。

11 月 7 日中午 12 时 24 分，北
仑区消防救援大队接到一群登山
爱好者的报警，称有一名同行女
子摔倒受伤，被困在九峰山附近
的一座山上。接到报警后，消防
救援人员立即赶往现场——一座
未经开发的野山，树木茂盛，人迹
罕至。

“这种救援是很困难的，找人
要看运气，属于‘大海捞针’，体
力不行还坚持不下来。”有消防救
援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在热心村
民 的 帮 助 下 ， 背 着 抢 险 救 援 包 ，
穿过竹林，爬过树丛，踩着满地
的枯枝落叶一步一步进入深山。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搜寻，救援
人员终于找到了被困女子。经医生
查看，她只是身体虚弱，手臂受
伤。最终，消防救援人员成功将
女子救出并送上救护车。事后了
解，这群“驴友”每个周末组织登
山活动，这次在经过一个下坡时，
这名女子脚下一滑摔了下去。

同一天晚上，海曙公安分局鄞
江派出所也接到了“驴友”的求助
报警。报警人称自己与其他 5 人在
卖柴岙水库附近迷失了方向。民警
告诉记者，这块区域是“驴友”走
失的高发区域，救援过程也极其复
杂，需要开船进去寻人。漆黑的夜
里，救援人员站在船头，拿着手电

筒不停向岸边照射⋯⋯所幸有惊无
险，这 6 名“驴友”被顺利找到并
救了回来。

时间再往前推几天，还有“驴
友”遭遇马蜂袭击，进而因状态不
佳被困深山老林的。

10 月 30 日中午 11 时 40 分，正
在吃饭的海曙区消防救援大队鄞
江 中 队 队 员 突 然 接 到 指 令 ， 有 4
名“驴友”被困在了龙观乡大淞
湾古道龙兴路沿路口进去 6 公里
左右的地方。更紧急的是，其中
一名患有心脏病的“驴友”被马
蜂蜇了头部，身体不适却无法下山
就医。

古道崎岖，有些跨越山涧的
“道路”是由几根树干搭成的，仅
容一人通行。救援人员花了近 1 个
小时找到被困者，转移伤员却花了
近 2 个小时——要肩扛、手接、托
举、合抬担架，还要逢山开路、遇
涧搭桥，难度可想而知⋯⋯

“最近几个月，仅因马蜂袭击
导致‘驴友’被困的警情就发生了
3 起 。” 有 消 防 救 援 人 员 告 诉 记
者，除了发生在龙乡观的这起警情
外，10 月 11 日，在奉化溪口，一
个 50 多人的“驴友团”在登山时
遭遇马蜂袭击，过了一段时间，被
蜇伤者因状态不佳失足滚落山坡；
9 月份，宁波一家公司在野外搞团
建时被成群的马蜂围攻，70 多人
中有 23 人被不同程度蜇伤。

“驴友”被困 警情接二连三

奉化溪口一带是“驴友”被困
警情多发区域。

最近的一起发生在 11 月 18 日
下午，在溪口镇栖霞坑村附近的山
上，一名来自上海的“驴友”觉得
古道石阶路不好走，在尝试侧身行
走时不慎跌倒，摔落在布满乱石和
荆棘灌木的山坳里；

10 月 24 日晚上，40 余名“驴
友”在栖霞坑古道附近的山上迷
路；

8 月 1 日，有“驴友”在溪口
镇壶潭村山上古道徒步时腿部受
伤，此地属于奉化、余姚、嵊州三
地的交界地带，救援人员用了近 3
个小时才将其救回；

7 月 11 日 ， 一 名 年 过 花 甲 的
“驴友”在溪口镇六诏村麻厂白板
岭徒步时不慎跌落，致胸部和肋骨
受伤，救援人员历经 3 个多小时将
其送下山；

6 月 23 日，当地派出所接到报
警，有“驴友”在溪口镇董村二村
小学附近的山上晕倒⋯⋯

分析这些警情，可以发现一些
共同点：绝大多数“驴友”是普通
游客，缺少专业知识，甚至是通过
网络临时组建的“路人局”，在队
友选择、行头配备、路线规划等方
面存在不足，低估了入山的危险。
以 10 月 24 日晚上发生在栖霞坑古
道附近的被困警情为例，这个由

40 余人组成的“驴友团”来自上
海，对当地的地形不熟悉，加之天
色已晚，在途经一个岔路口时不慎
走错了道⋯⋯

除了这些不慎走错道的，还有
自 信 心 爆 棚 、 特 意 选 择 “ 捷 径 ”
的，最后却走进了“死胡同”。之
前就有这样一个案例：在横溪古
道，有两名“驴友”不走寻常路，
结果越走越深，被困在当地大田岙
的某个竹林里面⋯⋯救援方出动了
200 多人，历时 9 个多小时，翻遍
了那里的每个山头，直到第二天凌
晨 4 时多才将他们找到。

这里面还有手机导航的问题，
它的误导也让不少“驴友”掉进了
坑。“手机导航是很方便，但在山
上真的不好用。很多时候，导航显
示两地之间距离只有百米，但这百
米是直线距离，现实中，你要过去
得翻两座山。”有参与过救援的民
警告诉记者，类似的警情已发生过
多起，地形复杂区域，手机定位易
出现偏差，不宜过分倚重。

这些不走寻常路的“驴友”，
一旦找不到来时路，十有八九会拨
打 110 或 119 求救。这个时候，生
命总是第一位的，大量的公共资源
会立即投入救援当中去。也正因为
如此，每次救援结束后，都会引发
“‘驴友’遇险被救，谁该买单”
的争议。

马失前蹄 皆因低估风险

每次出现“驴友”被困的警
情，总会牵动各方的心。救援部门
全力以赴，不管多晚、多难、多
累，始终冲在第一线，入深山钻老
林，就是为了拯救被困的他们。但
感人场景的背后，是我们想象不到
的困难。

“ 最 大 的 困 难 应 该 是 时 间 紧
吧，毕竟这种搜山救援就是在与时
间赛跑。我们最怕的就是拖到晚上
或者报警时天就黑了，那个时候
搜寻工作难度成倍增加，而且被
困者的风险系数也会直线上升。”
有民警告诉记者，目前规模较大、
持续时间较长的几次救援多发生在
晚上。

令记者记忆犹新的一起夜间救
援发生在海曙横溪，一直持续到次
日凌晨还是找不到人，情急之下，
当地的救援力量燃放了大量烟花，
以此来确定被困者的大致方位，最
终用这种“创新”方式找到了被困
的“驴友”。还有一次，鄞州五乡
一位老伯上山后失联，无人机、警
犬和大量救援人员入山搜寻却一无
所获，次日白天发现老伯时，他已
经离开了人世⋯⋯

所以，从“生命至上”的角度
来考虑，应该尽量缩短救援的时
间。记者了解到，我市几个区县

（市） 的 公 安 部 门 为 缩 短 救 援 时
间，推出了一些创新之举，或可为
其他地方提供借鉴。

余姚阳明派出所独创民间公益
救援队驻所机制，满屋的锦旗——
两年不到收了 90 余面，已经证明

了它的有效性。这一创新机制，值
得“驴友”被困警情多发区域的基
层派出所借鉴。

2018 年 12 月，阳明派出所聘
请“姚江源”救援队驻所，将其作
为所内应急救援力量的一部分进行
培养，目的就是为了解决基层派出
所警力有限的难题，提升快速处置
非案件类警情的能力。经过近两年
的发展，“姚江源”救援队已执行
搜救任务 270 余起，队员也从最初
的 11 人增加到百余人。目前这种
警民协作救援受困人员、帮助寻找
走 失 人 员 的 机 制 已 在 余 姚 推 广 ，

“姚江源”梁弄派出所分队、低塘
派出所中队和梨洲派出所中队已经
先后成立。

还有海曙公安的入山立牌举
措，小创意发挥了大作用，同样值
得推广。

从去年开始，海曙章水派出所
就在辖区“驴友”经常走失的区域
设立了 25 块警示牌，既能给游客
指路，也方便救援时对被困人员进
行定位。简而言之，就是利用警示
牌将危险区域网格化了，救援时如
能确定被困者所处的大致位置，就
能缩小搜寻范围，缩短救援时间。

去年 12 月 7 日，有 3 名“驴友”
被困周公宅水库附近，幸好他们之
前看到过一块警示牌，上面写着

“1 号”。救援人员就此赶去相应的
区域，很快就找到了被困人员。

今 年 6 月 ， 海 曙 龙 观 派 出 所
也在山区险要位置设立了 20 块警
示牌。

“治标”之策 或可成“他山之石”

不走“寻常路”又迷信手机导航功能，“驴友”被困警情频发——

拿什么拯救你，任性的“驴友”？
记者 王晓峰 通讯员 奕超超 陈子昂

随着健康生活理念深

入人心，闲暇时刻去大自

然走走，已成为都市人一

种新的解压方式。

但是，总有一些“驴

友”过于任性，不喜欢

走“寻常路”，爱往深山

老林里钻，又想着有手

机 导 航 一 定 万 事 大 吉 ，

结果屡屡让自己身处险

境。

据市消防救援支队指

挥中心不完全统计，今年

以来有消防部门参与的涉

及山岳救援不下20起，略

超去年同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