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驴友“野游”别冒生命危险啦！

“五一”小长假前后，多个户外团
体穿越秦岭鳌太线时，遭遇暴风雪，40
人被困。陕西秦岭应急救援中心 5 月 4
日接到太白景区求助电话后，展开搜
索，截至目前，失联的驴友已全部找
到，3人不幸遇难。记者调查发现，当
前从事户外“野游”的驴友数量呈现井
喷态势，但不少驴友及野游组织处于

“无专业水平、无管理、无约束”的三
无状态，加上救援机制、责任认定、处
罚机制等相关法律规定仍不够完善，导
致“任性”旅途事故频发。

户外“野游”成旅游事故多发区

“五一”小长假前后，多个户外团
队在宝鸡市太白山进行穿越活动，遭遇
暴风雪，40人被困。截至目前，失联驴
友已全部找到，3人不幸遇难。

这样的例子并不鲜见，仅仅过去一
年，12 名“驴友”违规穿越九寨沟被
困，救援队连夜在高海拔地区营救；6
名游客夜间冒险绕山路进入五台山，被
困在半山腰近4个小时；一名广州“女
驴友”与其他3人结伴徒步喀纳斯迷路
失联，不幸遇难；一名山东驴友跟随团
队从四川木里违规穿越至亚丁，遭遇危
险遇难。

还有驴友为“探险”，不惜违法毁
坏遗迹。在刚刚过去的四月份，3名驴
友在游览世界自然遗产地三清山时，擅
自使用攀岩工具在地质遗迹点钻孔、打
岩钉、攀爬，因涉嫌故意损毁名胜古迹
罪被当地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目
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甚至有驴友为求“探险”“刺激”，
殴打工作人员。2016年夏季，5名游客
在四川眉山柳江古镇游览时，想越过景
区警戒线进入漫水桥，因被水上安全管
理员制止，而大打出手。

据中国登山协会对登山户外运动人
口的调查数据显示，当前全国户外人口
总数达1.3亿。然而，随着登山户外运
动的快速发展，参与登山户外运动人口
的急剧增加，户外事故也频频发生。
2016全年户外事故超300起——事故总
数、伤亡人数同比大幅增长。

这些事故不仅伤及驴友们的生命健
康，还大大加重了景区管理负担，有些景
区全年应急预案费用中，高达六成都用于
驴友救援，还没有计算耗费的人力成本。

“三无”现象致户外“野游”险象环生

记者调查发现，当前不少驴友及野

游组织处于“无专业水平、无管理、无
约束”的三无状态。

——安全意识薄弱，缺少甚至没有
专业知识与技能，便贸然“野游”。蓝
天救援队闽浙赣三省联络官“飞鹰”是
一名资深“驴友”，他说，十多年前驴
友的门槛很高，加入一个户外运动团队
必须经过身心素质等多方面的考察；如
今一些人缺乏野外生存技能，带着帐篷
和冲锋衣就敢去户外探险，很多人的安
全意识非常薄弱。

——网络组织“野游”增多，不少
组织者、参与者都处于无管理状态，驴
友也没有自己的自律组织。江西省野外
生存研究会理事曹国新说，当前大部分
户外运动协会、驴友俱乐部等都是民间
自发形成，而且多是利用网络联络组织
活动。组织机构准入门槛低，组织者专
业技能有限，随意组队，为后续旅途埋
下安全隐患。

——无相关法律法规进行明确规范
约束，导致违规“野游”成本低、冲动
大。基层旅游部门工作人员分析称，虽
然旅游法明确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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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支付多少，如何
追缴，并没有详细规定。这导致不少驴
友获救后逃避承担责任，造成了极坏的
社会影响。

此外，业内人士认为，正因为缺少
“报备制”等行业管理办法，致使“五
一”前后鳌太穿越被困人数难以统计。

旅游安全不能“任性”

专家认为，针对野蛮生长的“野
游”市场，需要尽快完善相关法律法
规，加大违规“野游”处罚力度。

多位资深驴友俱乐部领队建议，可
借鉴一些国家和地区对于户外运动的管
理法规，对商业性探险旅游的机构或俱
乐部进行资质认定和管理，对于非营利
性机构和个人从事相关组织活动，引入
第三方机制进行引导。

长期从事背包旅游研究的上海师范
大学旅游学院副教授朱璇分析说，当前
我国户外活动主体的法律关系不清，责
任不明是我国户外安全管理领域亟须规
范的法律命题。她认为，行政许可法和
旅游法中均没有明确指出具有何种资质
的机构才有资格开办户外俱乐部。旅游
法虽然要求，经营探险等高风险旅游项
目，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经营许
可，但“有关规定”还需细化。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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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幅《医生妈妈画给女儿
的急救漫画》在网上“火了”，经历了
多个媒体多个平台转播后，这个“神
秘”的医生被网友找了出来。原来，
漫画的作者是北京 306 医院妇产科副
主任周玲，也是一个 17 岁女孩的妈
妈。而这幅漫画只是她 120 多幅漫画
医学科普作品的其中之一。

漫画科普创作近一年
走红纯属“意外”

近日上午，记者来到北京 306 医
院，一直到午休时间才见到周玲。“平
时工作比较忙，没有时间关注这些
事，我也不知道怎么突然就火了。”她
笑着说，一切纯属“意外”。

画画是周玲从小的爱好，她也经
历过“在书桌上画小人”的时光，但
那个年代的家长并不会刻意发展孩子
的特长，所以她并没有经过专业、系
统的美术学习，全靠兴趣爱好掌握了
这门“手艺”。工作后从医，这项快被
她淡忘的爱好在机缘巧合之下，重新
被捡了回来。

2015 年 10 月，周玲到美国学习，
国内朋友经常通过微信咨询专业问
题。2016 年 6 月，一个初次怀孕的朋
友向她咨询每次产前检查都要查些什
么，准备什么。为了朋友看着方便、
记得清楚，她便手绘了一张流程图。
朋友觉得“眼前一亮”，然后建议她建
立自己的公众号，把这个流程图放在
公众号里方便更多人了解。这样，第
一幅漫画科普作品诞生了。

普及急救知识
挽救不应逝去的生命

之后，周玲每天晚上在家忙完
后，就坐在灯下构思、动笔。从最早
的纸笔到后来的手机软件，昔日的爱

好慢慢被唤醒，她也画得越来越得心
应手。从一年前动笔到现在，周玲的
漫画科普作品已经有120余幅。“我的
绘画水平和专业的插画师相比还差得
很远。”周玲谦虚地说。但是毫无疑
问，从医生的角度，她能够画出最准
确的位置和姿势。

《医生妈妈画给女儿的急救漫画》
与周玲的妇产专业并不相关。这个漫
画的诞生也有周玲的个人的原因。几
年前，周玲一个朋友的儿子猝死在家
中，朋友问她：“如果我会做心肺复
苏，他是不是还能活着？”“我不知道
该说什么好。”周玲说，在发达国家，
急救知识非常普及，但在中国，大多
数人却缺乏最基本的急救知识。

周玲认为，如果每个人都能掌握
最基本的急救知识，肯定能够挽救许
多本不应该逝去的生命。

还有一个原因是，前段时间周玲
的母亲因为心脏病去世，这期间她一
直想，如果自己也遇到了心脏骤停的
状况，女儿是否知道该怎么做？所以
画下了这幅漫画贴在家里，也上传到
了自己的公众号。 据《法制晚报》

急救漫画意外火了
作者希望每个人都掌握急救知识

一名大学生雨夜受伤昏迷，引发湖
南邵阳市众多市民爱心接力、守望相
助。从现场群众拨打 120 送往医院抢
救、到市民自发留在医院看护，再到网
民微信朋友圈爱心接力，不计其数的

“热心人”参与其中，最终及时联系到
家属，为抢救伤者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5 月 3 日 19 时左右，湖南邵阳市
区骤降暴雨。大学生朱杰冒着狂风暴
雨骑自行车回家，行驶到双清区日月
星城小区楼下时，被大风吹落的玻璃
砸中头部，顿时鲜血直流，当场昏迷。

现场群众刘文国等见状，赶紧上
前为朱杰打伞遮雨，并拨打了急救电
话。看到朱杰一直处于昏迷状态，有
个好心的阿姨把他的手机找出来，但
是不知道手机密码，而此时朱杰无法
交流，一直无法联系家人。

热心的群众为之焦急，把所见一

幕拍照发送到了微信朋友圈，希望能
够借助网络传播帮忙找到家人。

因为堵车救护车一时过不来，在
场数名群众便一起帮助医护人员把伤
者台上担架，送到急救车上。几个素
不相识的市民得知朱杰父母没有联系
上，一直陪送朱杰到医院进行抢救。

终于，通过朋友圈的爱心接力，
朱杰父母得知孩子被砸伤，迅速赶到
医院。“当时我正在处理家务，没有时
间看手机。是认识的朋友、邻居看到
了转发的朋友圈后纷纷打来电话，要
我立即确认情况。”朱杰母亲石连香
说，“在那样危急的时刻，感谢大家第
一时间把我的孩子送到医院及时抢
救，那么多网民通过朋友圈发微信帮
我儿子寻找家人，非常感谢大家。”

目前，朱杰手术进展顺利，仍在
医院观察救治。 据新华社

大学生雨夜受伤昏迷
热心市民守望救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