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进行一次救援，少则三五个
小时，多则好几天。”河南省应急救援
协会会长陈水全提起内黄一名驴友
去林州苍龙山失踪的事，叹息不已。

3 月 12 日，“内黄枣乡户外自驾
群”网上约伴去林州苍龙山时，一个
队友袁先生失联。陈水全他们接到
求助后立即指派安阳应急救援队、林
州应急救援队紧急集合赶到事发地，
会同消防等搜救，经过6天连续奋战，
终于和其他救援组织一起将遇难者
袁先生送回。

“大家都是自掏腰包赶去救援，
主要花费在燃油费、过路费、设备磨
损上，这还不包括人力成本。”陈水全
说，拿最常用的救援绳来说，每米 30
多元，50米绳就 1500多元，常温下一
根绳子可用 3年，但遇到高温或低温
环境下，一根绳子寿命也就是一年。

“由于我们是公益组织，每一次搜救
从不收取费用，队员往往是出力出

钱，也自担搜救风险。”
因此，有不少人产生疑问，驴友

的户外涉险行为引发各方力量救
援，是不是在浪费社会资源？一些
网友认为，救援费可由被救者支付，
这样让驴友们出发前慎重考虑，杜
绝莽撞。

网友“落雪”认为，政府相关部门
亟须加强对户外探险行业的引导、规
范，尽快建立探险行业安全保障标
准，对探险活动的组织者实行资质认
定和准入制。网友“寂静的风”表示，

“驴友”们进入的是未开发的区域，但
旅游管理等政府部门有告知风险、进
行劝阻的义务，应设立警示标志、划
定禁入区域等。

“每一起事故都是惨痛的教训。”陈
水全说，“希望在社会舆论的引导下，逐
步培养驴友们的自律意识，以引导公众
规避风险，增强生命安全意识。”
河南省应急救援协会供图

假期“驴行”，岂能说走就走？
省应急救援协会：今年死伤驴友24人，安全不容忽视

“不管怎样回归自然和挑战自我，最终都要回家。”这是
户外运动圈里流行的一句话。作为一个“井喷式”发展的新
型旅游业，越来越多的市民加入到了户外运动中。

然而，多地频频发生驴友遇险事件，河南省应急救援
协会给记者独家提供的数据显示，2016年，该协会参与
山地救援33起，救助受困群众435人，其中受伤17人、
死亡7人，基本与去年持平。

分析这组数据后发现，出事地点大多在嵩山、太行山
等未开发的野山，时间也大多在周末，出行方式也很随
意，发帖约伴、跟帖出行。为营救被困的驴友，当地消防、
应急救援等不仅要付出巨大的人力、物力，而且营救人员
也面临着巨大风险。

驴友遇险甚至遇难的事故缘何一再发生？谁该为驴友的户外冒险埋单？如何规范
和完善本为健康休闲的户外探险行为？ 郑报融媒记者 石闯

“跟大自然比起来，人太渺小了。”在一
个周日晚上，成功下山后，惊魂未定的陈女
士在微信朋友圈发出了一条信息。

陈女士在郑州工作，她没想到，今年第
二次与朋友结伴去登封爬山，就出现了这种
意外。此前几日，她和朋友从网络论坛里看
到“AA约伴爬嵩山”信息后跟帖报名。12
月18日早晨6点多，他们从航海路帝湖门口
乘坐大巴出发，一起同行的还有30多人。

宝珠峰位于嵩山群峰之中，线路崎岖
多变，攀越难度中等。陈女士说，她的朋友
张先生40多岁，体质很好。上山时经过陡
峭、斜长、光滑的石壁，只能用手紧握绳索，
脚慢慢向上攀登。“很惊险刺激，在经过了
宝珠峰最危险的一段后，大家的腿还发软，
不过松了一口气。”

孰料，下山时却出了状况。下午5点，
他们经过一处岩体突起的边沿，脚无处可

蹬，只得等待身边驴友铺好绳子后再一点
点下移。“脚下是悬崖，很陡，不敢过，可他
看见有驴友过，认为没事，试一下。”她说，
不一会，听到“哎呀”一声尖叫，顿时吓出了
一身冷汗。

“一脚踩空跌落下去，差点丢了命。”张
先生事后显得心有余悸，所幸此处悬崖仅
七八米高，他趴在山崖上疼得只叫喊，动弹
不得。陈女士及同伴报警求助。登封的应
急救援人员赶到后立刻组织施救，将张先
生抬下山，并引导其他人员安全下山，此时
已是漆黑一片了。

张先生身上多处受伤，一些部位粉碎
性骨折，只得住院治疗。而就在同一天，在
巩义青龙山也有一名郑州驴友受伤，河南
省应急救援协会指派巩义应急救援队参与
救援，他是在攀爬过程中不听同伴劝阻失
手坠落，导致脚踝受伤。

“一脚踩空跌落下去，差点丢了命”

“出事的大多是业余户外爱好
者，他们或成群结队或三三两两，对

‘驴道’不熟悉，只顾低头爬山，头一
仰，天黑了，然后匆忙下山，崖陡路
滑，不带手电，很容易迷路和受伤。”
登封市户外救援队队长王建军介绍，
出事的以下山居多，因为驴友们爬山
后体能下降，下山路况更差，心里着
急，自救欠缺。

在郑州，活跃着众多的“驴友
群”，他们喜欢与熟悉或陌生的人一
起，背起行囊，跋山涉水去探险。然

而，与此相伴的，是由于部分驴友户
外运动技能不足、事先准备不够、自
救能力不强等引发的不幸事件也呈
现上升势头。

“2016年，我们参与了 20多起山
地救援。仅这个月，嵩山就出现了 3
起 驴 友 死 亡 事 件 ，令 人 心 情 很 沉
重。”他说，12月 5日，一男驴友攀爬
嵩山时身亡；12 月 6 日，一女驴友身
亡；12月 9日，一男驴友身亡。“他们
都是坠崖身亡，给家庭带来了致命
打击。”

“道路崎岖，地形险恶，驴友们一
旦遇险，也会给营救带来非常大的困
难。”河南省应急救援协会会长陈水
全说，他们在救援时首先遇到的困难
就是位置难以判断。

作为从事户外遇险救援的民间
公益性团体，总部设在郑州、拥有 18
支救援队的河南省应急救援协会在
2016年末也给自己交上了一份沉甸
甸的“成绩单”。“我们参与了林州、辉
县等多地的事故救援。”陈水全表
示，嵩山、太行山是出事最多的地方，
时间也大多在周末。

该协会提供的数据显示，2016
年，共参与应急救援 36起，而山地救
援 33起，救助受困群众 435人，其中
受伤 17人、死亡 7人，数字基本与去
年持平。

“驴友们遇险及遇难的事故为什
么会一再发生？”很多人提出了疑
问。郑报融媒记者了解到，相对于三
三两两的朋友自发去登山，许多市民
更青睐于“AA结伴同游”方式。一些
网友利用网络论坛、QQ群、微信群等
随意发帖约伴出行，团队成员并无训
练和磨合的信息。

参与的驴友随机性很大，互不
了解，年龄、身体素质等参差不齐，

人数众多。资深驴友李先生表示，
如果带领这样的团队去攀越难度大
的山脉，“不出事才怪”。他认为，不
少户外运动出事，都与领队缺乏经验
有关。

一名曾做过领队或“群主”的召
集 人 说 ，一 般 在 召 集 帖 的 标 题 位
置，召集人会标明“AA 约伴”，参与
的驴友们提前或上车后需交纳“AA
费”，这就意味着这是带有商业性
质的自助户外游，“人数多了，收集
的 AA 费也就多了，除去包车费、燃
油费、过路费等，会有结余，这就落
入了召集人腰包，有些人甚至以此
为职业，每月从中赚取几百、几千
甚至过万的钱。”

他说，一些召集人为赚钱想多招
些人，就会对参与者放松要求。“这完
全依靠参与者的热情和自愿，但很多
人其实户外经验不足，没有真正遇过
险，警惕性也不高，只追求玩乐。”他
说，在召集帖的前后都会写明“活动
组织者不对本次活动的风险负责”，
这就是免责条款。

而另一名资深驴友也说，出发前
召集人都会告知免责声明，已经成了
户外运动的潜规则，领队对参与的驴
友只有义务而没有责任。

驴友数量“疯涨”难掩意外之痛

便捷“AA同游”背后暗藏风险

监管盲区呼吁引导、规范“驴行”

山地救援，险象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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