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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旅游行为

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
李洪嵩

新闻回顾 >>>>>>

● 8 月 4 日 18 时左右，湖

北省鹤峰县躲避峡因暴雨突发

山洪，导致多名游客被困。截至

8月6日，据湖北应急管理厅通

报，山洪共造成 13 人死亡，成

功救出被困人员 61 人。据了

解，躲避峡为未开发景区，当地

曾多次发布公告禁止进山，但

仍有游客违规进入。

● 7 月 30 日，来自重庆的

霍某夫妇在张家界天子山空

中田园景点游玩时，从未开发

的小路下山，突遇暴雨，被山

洪围困。消防指战员和派出所

民警经过 1 个多小时的紧张营

救，两名游客终于获救。

● 7 月 21 日，一名男子爬

上广西北流勾漏洞附近的大

冲山山崖捡石头，不幸被困

在百米高的悬崖峭壁上，北

流消防中队救援人员花了 4

个多小时才将该男子救出，

并 对 其 身 体 状 况 进 行 检 查

后，将其护送下山。

● 今年 6 月，安徽黄山风

景区对一名擅自进入风景区

未开发开放区域被困的游客

王某某进行了救援，救援累

计发生费用 15227 元，其中由

当事人王某某承担的有偿救

援费用 3206 元。

编者按：
随 着 生 活 水 平 的 提

升，人们对于旅游体验的

需求也日趋多样化。近年

来 ，不 少 未 经 开 发 的“ 野

生”景区在网络上走红，热

衷“野路子”的游客擅自进

入未经开发景区遇险的事

件并不鲜见。尽管一些地

方明令“禁止闯入”，但仍

有一部分安全意识淡薄的

游客执意涉险，受困后需

要依靠大量公共资源才能

得以脱离险境；也有个别

未开发景区在爆红后，滋

生了地下产业链，一些不

具备从业资质的“野导游”

为牟取利益而将游客置于

险境。“驴友”遇险事件发

生后，不少网络平台上仍

有大量询问或推介未经开

发 景 区 的 互 动 话 题 和 图

文，可见擅入“野生”景区

的安全隐患尚未得到相关

从 业 者 和 游 客 的 足 够 重

视。擅入未经开发景区究

竟 有 哪 些 风 险 ？为 何“ 驴

友”遇险的悲剧时有发生？

如何对此现象进行有效遏

制和防范？本期，让我们看

看一些观点和建议。

古 人 云“ 不 以 规 矩 不 成 方

圆”，这话出自《孟子》的《离娄章

句上》，距今已有 2300 多年的历

史。这说明古人很早就总结出，但

凡做事，必须有所依据，才能维护

正常的社会秩序。如果每个人只

强调自身自由，不顾及社会规范，

必然会给社会秩序造成破坏，从

而导致不良后果。

随着社会发展，人们的生活

范围越来越大，古人眼中几乎是

无穷大的地球也变成了“地球

村”。很多人喜欢旅游，也把外出

旅游当成了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

分。又因为，受“近处无风景”、或

者“熟悉的地方无风景”等观念

的影响，少数人把去一些尚未开

发的地方旅游当成一种探险。这

样做，一方面确实给部分人带来

了强大的刺激，通过探险，接触

到人迹罕至的景点，从而满足自

己的好奇心；但另一方面，也带

来了各种各样的负面影响，特别

是干扰了景点管理秩序，带来了

极大的人身安全风险。这些年，

因为个别“驴友”不听劝阻，强行

进入未开发景点从而导致险情环

生的案例层出不穷。这极大地浪

费了社会资源，甚至有个别人献

出了宝贵的生命。

经济的发展，物质生活的提

高，旅游业的加速发展，这是社会

发展的必然。包括国家、政府、旅

游部门都鼓励大家出去旅游，以

便促进经济繁荣。但是，这种鼓

励，是要求游客在遵守旅游秩序，

服从旅游管理的前提下进行的。

良好的旅游秩序，既可以有力地

促进各地旅游业的健康发展，又

能够让更多游客体验到旅游的乐

趣。如果个别人无视旅游条例，我

行我素，任意妄为，那必然会给旅

游业甚至社会资源造成损害，从

而扰乱良好的社会管理秩序。

如何杜绝旅行遇险的悲剧，遏

制和防范不当旅游行为，应该从几

个方面做起。首先，要加强公民意识

教育。作为社会中的一员，每个人都

肩负着自己的社会责任。在外出旅

游时，必须遵守当地管理部门的规

定。世界上从来就不存在绝对的自

由。所有的自由都是相对的，都是在

一定限度之内的。每个游客都应该

树立遵纪守法的观念，才能够在旅

游过程中正确地行使自己的权利，

最大限度地享受到旅游的自由。其

次，要做好立法工作。以往发生了

“驴友”违规违法行为，相关部门都

是动用大量社会资源加以救援，从

而忽视了“驴友”违法行为的严重

性。今后的立法中，应加强这一方面

的工作，在处理类似冒险行为时可

以有法可依。第三，要加大对违法违

规行为的惩罚力度。个别“驴友”的

冒险违法行为，往往会给社会造成

很大的损坏，一者是做了反面教材，

再者极大地浪费社会公共资源。对

这种行为，不能够姑息，必须严格惩

罚，从而杜绝这样的行为一而再，再

而三的发生。

总之，要遏制和防范旅行过程

中出现的违规违法行为，减少和杜

绝遇险悲剧的发生，就需要全社会

的共同努力。从大的方面讲，要加

强管理，制定落实好相关制度、法

规；从小的方面讲，个人要提高法

律意识，做事勿任性，需多方面考

虑问题，减少悲剧案例的发生。

不少人喜欢旅行遇险，一些

人尤其对未经开发景区“情有

独钟”，可往往因准备不足而遭

遇风险。现实中，“驴友”户外登

山迷路、失联事件我们已耳闻

太 多 。输 入“ 驴 友 登 山 探 险 遇

险”的相关词条搜索，网上相关

新闻接踵而至。有登山遇险摔

伤的，有攀岩遇险迷路的，甚至

还有付出生命代价的。如何让

“驴友登山遇险”的事故和悲剧

最大幅度的减少。显然，做到此

点，需要政府、社会和个体的共

同合力，这其中，我想强调的是

“驴友”的个体作为。如果个体

不积极作为，政府和社会再给

力，也难以完全弥补个体存在

的安全缺失。

个体如何积极作为，关键是未

雨绸缪，做好充分准备，才能最大

程度地防患于未然。比如，事先对

所要探险的路线详细了解，是不是

未经开发景区？整个线路有多远？

山势有多险峻？山处于什么位置？

周边有没有人家？山中气候变化怎

样？一切相关信息，均要出发前尽

量搜集，由此调整出行计划。

又如，平常要不间断学习户

外登山探险安全防范知识，多参

加相关培训，充分了解户外登山

探险安全防范知识。可以在网上

查阅相关资料，更应在实际中向

有经验的“驴友”学习，切不可不

懂装懂，冒然探险。只有充分了解

户外登山探险安全防范知识，才

能在遇到意外情况时，采取有针

对性措施正确应对。

再如，户外登山探险由简到

难，由近到远。就是一开始户外登

山时，选择熟悉地理环境，而且难

度低的地方，在实践中锻炼自己，

积累户外登山探险经验。以此为

基，再逐渐由易到难。如此，就能

慢慢提升户外生存技能。如果一

开始就往险处、远处走，危险系数

必然增加。

还如，户外登山探险装备要

专业化，这是户外登山探险的基

础工作。户外登山探险会遇到各

种意想不到的危险情况，缺乏专

业化装备，还要去从事这项户外

运动，无异于拿自己生命开玩笑。

户外登山探险是个体权利，

但无论你有多么喜爱户外登山探

险，有多大勇气，也要清醒认识，

探险有风险，有备方无患。事先准

备越充分，户外登山探险安全越

有保障。千万不能仅凭喜爱和勇

气，冒然登山探险，这不是真正的

勇气，而是一种缺失理智的冲动

行为。不仅对自己不负责，也是对

家人的不负责。

登山探险不能仅凭喜爱和勇气
孙维国

随着交通日益四通八达，旅

游产业发展迅猛，人们去往“诗和

远方”的路途也越来越通畅了。越

来越多的人可以通过自驾等方

式，深入偏远地区，与“野生”美景

来一场亲密接触。这其中的安全

隐患不言而喻，但在一些人看来，

野外旅游本就是美景与风险并

存，否则就显得索然无味。因此，

尽管各地正规景区景点的开发和

服务日趋完善，出于对生态环境

的保护和游客人身安全的负责，

规范野外旅游行为的法律法规也

相继出台，但仍有不少游客热衷

于“挑战”未经开发的“野景”，以

致遭遇危险，需要当地政府动用

公共资源加以救援。

对于“野生”美景的向往可以

理解，但普通游客更应理性对待，

不可盲目前往未开发景区，野外

情况莫测，即便结伴而行也存在

极大的安全隐患。特别是一些并

不具备户外运动或野外生存技能

的“驴友”，只凭一时兴致，或在网

上搜索一些缺乏专业性的旅游攻

略，或轻信某些“野导游”不负责

任的推介，就轻率深入未开发景

区“打卡”，甚至踏足禁止擅入的

区域进行“探险”，这无异于拿生

命安全做赌注。

殊不知，未开发的景区意味

着什么，那里可不仅是充满新鲜

刺激、远离都市喧嚣的美景胜地，

而更可能是遍布悬崖、沼泽，毒蛇

猛兽出没且地形复杂、气候多变

的危险之境。私自闯入危险的野

外地带，没有安全保障，没有手机

信号，即便是有野外经验的人，在

没有充足的装备和体能储备的情

况下，也极易遭遇危险，更何况一

般游客？

近年来，游客因擅入未开发

景区遇险的事件，时不时地见诸

媒体。最近，湖北鹤峰县躲避峡游

客遇险事件的惨痛教训，更为我

们敲响了安全警钟。笔者认为，要

遏制这类情况频发，一是相关部

门需要进一步充分做好严格的管

控工作，采取更加周密的防范措

施，遏制未开发景区周边的不规

范旅游行为，治理不具资质的“野

导游”“民宿”等相关产业链；二是

社会、学校、家庭及各行各业，都

应配合做好宣传引导，提醒人们

不要逞一时之勇，置自身安全于

不顾；三是旅游主管部门也应及

时介入，对适宜于开发开放的景

区景点，进行科学合理的开发，规

划出安全、优质的旅游线路，把游

客吸引到正规的景区景点来，从

根本上避免其“另辟蹊径”、遭遇

风险。而针对确实不宜开发开放

的区域，相关部门也需动用必要

的人力物力，在关键位置布置围

挡、立牌警示，加强巡查监督、宣

传引导和信息发布，避免一些“驴

友”擅入或误入。此外，作为游客，

更要保持理性，强化风险意识，万

不可凭一时冲动，随意涉险。

野外旅游更需理性
于炳绅

近年来，户外探险运动日益普及，

不少“驴友”对此趋之若鹜，甚至有部

分“驴友”铤而走险，置法律法规于不

顾，擅自穿越旅游禁区或未开发景区，

由此引发的遇险事故时有发生，这在

给“驴友”自身安全带来严重威胁的同

时，也让救援部门为此承担了高额救

援费用。鉴于“驴友”违法开展户外探

险既破坏生态环境，又让公共资源不

堪救援重负且负面影响巨大，不少地

方开始对“驴友”的遇险救援试行有偿

搜救制度，以期约束“驴友”的任性探

险行为。

但是，批评教育、罚款，要求“驴

友”自掏腰包承担救援费用，多种惩戒

措施频频出手，仍挡不住少数“驴友”

进行违法的户外探险。在笔者看来，关

键还在于法律的威慑效果不彰，相应

惩戒“心太软”，在某种程度上是导致

“驴友”违法探险行为屡禁不止的重要

诱因。

同时，由于政府救助带有浓厚的

无偿色彩，更容易对部分任性的“驴

友”产生逆向激励作用，使其滋生“反

正遇险后救援有政府买单”的依赖思

想。现实中，不少“驴友”被罚款并承担

部分搜救费用后，仍一而再地违法探

险，其根源正在于此。

需要指出的是，现行《自然保护区

条例》对擅闯保护区核心区违法行为

的界定、情节严重与否等规定过于原

则化，导致法律的执行存在模糊空间，

不仅让执法部门在执法时“心有余而

力不足”，也容易陷入莫衷一是的尴

尬，难以对部分任性的“驴友”实行严

厉惩处，无形中使其故意违法探险有

隙可乘、底气十足。

有鉴于此，要有效约束部分“驴

友”任性探险的不法行为，法律约束必

须严格起来。对此，立法部门要秉承规

范户外探险、保护生态环境和保障“驴

友”生命安全的立法原则，切实完善法

律，明确户外探险行为违法性质和情

节严重的界定，大幅增加任性“驴友”

的违法成本，并从立法层面严格限制

政府无偿救援的适用条件，让法律真

正长出“钢牙利齿”，从而倒逼部分“驴

友”约束自身行为，抑制住违法开展户

外探险的冲动。

（据《经济日报》）

依法严格约束任性“驴友”
张智全

近年来，随着户外运动的推广，野

外探险“驴行”活动日益增多，登山坠

落、迷路失踪、山洪溺亡等事故也频繁

发生。在“驴行”中，出现意外后，涉事

“驴友”在出行途中被困或摔落需要救

援，在旁人看来是件可怕而又意外的

事，但却是“驴友”应该预料到的。他们

冒险念头强烈，即使知道有出现意外

的可能性，也要闯入禁区，这就是规则

意识欠缺、社会公众意识淡薄的体现。

行进在“驴友”被困的多发地区，或是

未开发的地区，或是闯入景区等相关

方面明确提醒不可进入的禁区，只顾

自己的意愿，不顾登山、探险的常规，

也不顾其他相关规则，是导致意外事

件屡屡出现的问题。

相对于专业探险人员而言，“驴

友”是户外运动爱好者。他们相约探

险、登山，通常没有牵头人，牵头人也

未必起到组织、计划、引领、协调等方

面的作用，具有潜在的危险性。很多

“驴友”只是为了减压，在QQ群、微信

群相约讨论后便出行，一旦出现危险，

谁也顾不了谁，谁也不可能为谁的危

险或意外承担责任。虽然个人或组团野

外出行缺少社会规范，但探险、登山等

当事人、组织者应自律，为自己负责，不

让家人担心，尽可能避免自私冒险

行为。

“驴友”相约探险、登山，也涉及社

会规则。一个人的言论和行为，应不违

背社会规则。所谓社会规则，就是由相

关部门发布的通用准则，或者是社会

习俗中包含的关于个人行为的通常约

定，归纳起来说，就是日常生活中所说

的“规矩”。相关方面已经告诉你某些

区域不能进，进入后会有危险，你却一

定要去探个究竟，这就是不守规则。

对于这样的人，相关方面出面救

援是以人为本，按规定收费则是明确

责任。“驴友”在人迹稀罕的地方出险，

救援的危险程度通常很高，难度很大，

救援者会存在很大的危险，救援的费

用也可能难以估计。所以，由此产生的

救援费用，理应由“驴友”承担。否则，

就不会有人愿意遵守出行的规则，也

没有办法约束“驴友”的野外出行

欲望。

有的人，总认为自己是一个独立

的个体，他们宣称“一人做事一人当”，

但言论和行为又常常违背社会规则，

影响其他人的正常生活或社会公众的

利益。以野外登山、游玩为例，个人野

外活动看起来无关他人，但由于野外

出行打扰了自然环境中的生物，出现

意外后需要相关方面的救援，必然影

响了社会环境和公众利益，也为其他

人做了不好的示范。

为此，希望喜欢野外活动的“驴

友”加强自律，遇险救援后要按规定

承担救援费用。“驴友”们在出发前应

该认识到：在未开垦的区域出行、探

险应安全第一，凡事必须守规则，不

守规则的行为危机四伏。相关方面应

立规矩，使被救的“驴友”承担救援费

用成常态。 （据东方网）

“驴友”野外活动要守规则担责任
卞广春

近日，华东政法大学学生小王因

不满上海迪士尼乐园“禁止游客携

带食品入园”并遭遇翻包检查，一纸

诉状将其告上法庭，要求园方废除

相应条款，并赔偿自己被迫丢弃食

品的费用。此事引发了社会各界关

于“消费潜规则”的广泛讨论。在生

活中，类似的“消费潜规则”并不少

见：购买打折物品时被提醒“特价商

品不予退换”，去KTV消费时被告知

不能自带酒水，选购一根热门色号

的口红却必须搭配礼盒一同购买……

生活中，不少消费者都遇到过一些

“向来如此”“心照不宣”的商业惯

例，尽管感到其存在不合理的因素，

但由于长期实行或无人异议，以致

形成了行业默认的“消费潜规则”，

令不少消费者降低了警惕心和维权

意识。您曾遭遇或听闻过哪些“消费

潜规则”？您认为是什么原因使其长

期存在？要遏制“消费潜规则”的横

行，进一步保护广大消费者的权益，

您认为可以从哪些方面入手？

欢迎大家就以上话题来稿与我

们交流！

字数 1200 左右为宜。请在文末

标明您的姓名、地址、邮编、电话，并

在邮件标题中注明参与讨论的话

题。如果您还有其它的关注点，欢迎

告知我们，我们将根据关注点的热

度进行策划。

邮箱：jswmtl@163.com

934941801@qq.com

征稿启事

不要“野路子”

媒体评论

读者之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