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3

新闻
2019年12月10日 星期二 责编 宋总业 美编 张君竹 值班主任 高书华

□半岛记者 刘红

市民王某持年卡进山游玩，违规闯
入崂山未开放区域迷路，整个景区联合
社会各界共出动救援人员近200人，历
时12个小时搜救，王某安全获救。12月
8日，崂山风景区对违规闯入崂山未开
放区域的行为开出首张罚单1000元。

寒夜12小时山林大搜救

12月7日晚7时49分，崂山风景区
应急指挥中心接到市民求助：自己的家
人上午进景区爬山，一直没回家，也联系
不上，请求景区协助搜救。失联者家属
称，家人王某于7日上午9时许，由巨峰
景区打卡进山，打算由八水河或太清宫
方向出山，可到晚上还未见其回家。
接到求助后，崂山风景区迅速启动

应急机制，协调青岛红十字搜救队、公安
等部门分多路进山搜救，太清、巨峰、仰
口等管理处也都派出工作人员兵分多路
展开搜救。眼下正是冬季，山中夜间温度
常常达零下10摄氏度甚至更低，天黑路
难行，严寒天夜间搜救更是异常困难。考
虑到搜救人员的安全，整个搜救分为上
半夜、下半夜两个时间段，按梯队进行。
青岛红十字搜救队队长李延照告诉

记者：“7日晚接到任务后，我们就组织
搜救人员进山，四路人马一直持续搜救
到8日凌晨4点才下山，很遗憾没有找
到，不过我们在山上向高山巡护员讲了
这个情况。8日早晨8点多，咱们的护林
员打回电话说人找到了，没有问题，我们
这才松了口气。”
据崂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太清管理

处森林消防员林玉训介绍，8日凌晨4时
第一梯队搜救人员撤退后，第二梯队人
员继续跟进。早晨8点左右，护林员在山
上发现了王某，他身体很虚弱，吃过护林
员做的热饭后有所好转，休息了一会儿，
工作人员把他护送下山。

驴友违规闯山被罚千元

当事人王某称，自己平时习惯独自
爬山，7日进山后想看看野路上的风景，
于是就私自进入了未开放区域，没想到
天一黑在山里迷了路。王某承认：“这次
走的是非游览区，知道自己的行为给社
会添了很多麻烦，动用了那么多人去找
我，我很抱歉。是工作人员及时发现我，
让我的人身安全得到了保障，他们非常
辛苦，我很感谢！”他同时表示，“这次事
件是一次深刻的教训，我奉劝那些有走
野路子倾向的人，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遵规守纪。”
太清管理处林区主任马琨业表示，

崂山风景区未开放区域是全年禁止入内
的，特别是每年的11月1日到来年5月
31日是护林防火期，任何单位和个人未
经允许，绝对不允许进入未开放区域。
据悉，对市民王某违规进入未开放

区域的行为，崂山风管局已注销其年卡
使用资格；鉴于当事人承认错误态度诚
恳，崂山风景区行政执法大队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第三十四
条第二项，对在自然保护区内不服从管
理机构管理的行为，予以100元至5000
元罚款的规定，给予王某罚款1000元的
行政处罚。这也是景区管理部门针对违
规进入未开放区域行为开出的第一单罚
款。

崂山风景区应急中心安全科科长
时文峰表示，整个事件从接到求助到最
终找到当事人，共历时12个小时，出动
救援人员近200人，个人违规行为引发
的搜救行动给国家社会资源造成了很
大的耗费。据了解，现在国内黄山、四姑
娘山都已经出台了有偿救援机制，且已
立法，下一步，崂山区也将在这方面进
行探索。

“有偿救援”早有先例

数据显示，仅黄山景区每年组织应
急救援活动就达300多起，给景区救援
组织增加了巨大的压力和负担。去年7
月 1日起，黄山景区正式实施有偿救
援，颁布《黄山风景名胜区有偿救援实
施办法》，对违规逃票私自进入或不听
劝阻擅自进入未开发开放区域，陷入困
顿或危险状态等情形的游客或驴友，由
自己承担相应救援费用。
今年5月31日，来自安徽阜阳的游

客王某某绕过黄山景区售票处入山，卡
在了悬崖峭壁上，进退两难。经30多人
7小时紧张搜救，王某某才脱离险境。鉴
于王某某情节显著轻微、认错态度良
好，景区责令王某某改正错误，不予罚
款处罚，但对有偿救援费用予以追缴。
经计算，此次救援累计发生费用15227
元，其中有偿救援费用3206元，由王某
某承担。这次救援因此成为《黄山风景

名胜区有偿救援实施办法》实施以来的
首例有偿救援行动。
同样，今年8月13日，广东籍男子

周某在四姑娘山自然保护区失联，四姑
娘山景区管理局接报后立即派出专业
户外救援团队联合警方上山搜救。经36
小时努力，周某被安全救出。据调查，周
某进入景区未办理手续。景区管理局依
法对其进行批评教育，给予罚款2000
元的行政处罚，并由其自行承担此次救
援行动产生的费用3000元。这是四姑
娘山景区管理局自2018年9月出台《山
地户外运动突发事件有偿救援管理办
法》以来的首例有偿救援，也是景区开
出的第一张罚单。
可以说，两起案例秉持先救人后追

偿、有偿无偿相结合的原则，将有偿救
援制度付诸实践，督促旅游者遵章守
纪，减少人为险情，避免了公共资源的
无端耗费和透支。

违规登山遇险事件当反思

记者查阅资料发现，近些年，一些
驴友任性而为，擅自穿越景区未开放区
域、自然保护区及一些危险区域遇险的
新闻屡见报端———
2012年3月25日，非法登山的驴

友被困马牙雪山，甘肃天祝县政府先后
协调武警、公安、干部群众数百人，冒着
生命危险对被困驴友展开一天两夜的

营救；2018年10月23日，北京房山一
驴友李某登山被困，警方出动直升机进
行了高难度救援……
崂山作为中国海岸线上风景秀美

的名山，奇峰怪石较多，吸引了大量登
山探险爱好者，当地政府和公安机关承
担的搜救压力尤其大，每年营救行动多
达几十起。
2012年12月20日，58岁的驴友老

高擅自进入崂山未开放区域游玩失踪，
公安民警、公益搜救队、景区护林员等
冒着大雪夜以继日搜山，12天共出动
3000人次上山搜救，可以说是青岛史
上最大的一次搜救驴友行动，最后在一
处山涧找到了老高的遗体。
今年以来，崂山又发生多起驴友独

自上山遇难或遇险事件，且常常发生在
景区未开放区域。2月10日，一名约60
岁的男性驴友独自进入崂山未开放区
域，从高处失足滚落，致头部重伤遇难。
经青岛红十字救援队3个梯队32名队
员及9名消防员共24轮转运，才将遇难
驴友转运下山；9月7日，一名52岁的资
深驴友走野路爬崂山被困，经救援队6
小时搜寻解救。幸运的是，求助者没有
受伤……
驴友频繁遇险乃至遇难的事件频

发，相关讨论也未停歇。可以说，这一起
起营救成功的背后，是救援人员的努力
和付出。然而因违规登山遇险，最终不
得不耗费大量公共资源进行营救的事
件，更应该引起广大驴友的反思才是。

□半岛记者 韩小伟 报道
本报12月9日讯 半岛记者9日获

悉，青岛市日前发布最新修订的《青岛
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旨在提高
突发环境事件的预防、预警和应急处置
能力，控制、减轻和消除突发环境事件
的风险及危害，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明确镇政府、街道办应按规定组建
基层应急救援队伍。鼓励环境风险企业
间建立应急救援联动机制，鼓励发展和
引进突发事件应对特种专业救援队伍，
鼓励发展多元化社会应急救援服务，建
立应急救援志愿者队伍。
突发环境事件，是指由于污染物

排放或自然灾害、生产安全事故等因
素，导致污染物或放射性物质等有毒
有害物质进入大气、水体、土壤等环境
介质，突然造成或可能造成环境质量
下降，危及公众身体健康、财产安全，
或造成生态环境破坏、水体污染、土壤
污染等。

近200人12小时寒夜搜救违规进入未开放区域驴友，耗费大量公共资源

崂山对乱闯者开出首张罚单

寒夜里，
救 援 人 员 在
漆 黑 的 山 林
里 搜 寻 失 联
驴 友 王 某 。

（崂山风管局
提供）

延伸 每年几十起，崂山探索“有偿救援”

链接 应对突发环境事件，岛城鼓励发展特种专业救援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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