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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刊

■中国城市报记者 张亚欣

一不留神，“野生景区”就
可能沦为威胁游客人身安全的
危险之地。日前，四川省成都
市彭州市龙门山镇龙漕沟突发
山洪，造成游玩群众伤亡引发
舆论关注。此次突发山洪灾害
共造成7人死亡、8人轻伤。

事发后，龙漕沟成为焦
点。不少细心网友发现，此地
竟是一个“网红打卡地”。但实
际上，这里只是一条野生河道，
逐渐沦为“野生景区”，属地质
灾害点位且多次发生山洪。悲
剧发生也为旅游业敲响了警
钟，“野生景区”安全隐患应当
如何防范？谁来监管？究竟谁
才该为此次悲剧买单？

河道不能等同景区

龙漕沟位于龙门山镇小鱼
洞社区与宝山村交界处，自大
山深处奔流而出的雪水蜿蜒而
下，流经之地形成溪流、浅滩、
瀑布、深潭，水质清澈，自成一
道风景线。

尽管龙漕沟风景优美，被
称为“网红小众耍水地”，却并
未被开发为景区，即人们常称
的“野生景区”；且该地属于地
质灾害点位，易发生泥石流、山
洪等自然灾害。

彭州市应急管理局与彭州
市委宣传部通报显示，事发当
日14时37分，彭州市龙门山镇
接到气象预报，辖区有对流云
团生成，将伴有短时强降雨。
接报后，龙门山镇政府立即组
织镇村（社区）干部、巡逻队员
及志愿者等力量对辖区内河道
沿线戏水游客进行劝离。15
时30分，小鱼洞社区龙漕沟突
发山洪，河道未撤离游客被卷
入山洪。截至目前，山洪灾害
已造成7人死亡、8人轻伤。

此次突发事故引发了公众
对“野生景区”安全问题的关
注。从事故现场游客在社交平
台上发布的视频、图片等信息
来看，山洪暴发前这里聚集了
大量游客，河道两侧搭着数顶
帐篷，一些人在浅滩嬉闹。

由于龙漕沟曾于2015年
和 2017 年发生山洪灾害，因
此，其周边设有警告标志、防护
网禁止游客下水；同时，当地政
府也定期组织人力对游客进行
劝离。早在2021年，龙门山镇
政府曾多次发文警示，但前往
龙漕沟的游客仍络绎不绝。据
悉，沟渠周边安装了铁丝网，一
些人便撬开钻入；喇叭大声疾
呼莫要下水，一些人却充耳不
闻；工作人员到现场提醒拦截，
一些人仍然我行我素。

实际上，并非所有风景优
美的地方都能供游客露营野
炊。针对面向大众休闲需求
的以帐篷为主要住宿设施的
露营地，有明确的国家标准。
2016年 5月1日起实施的《休
闲露营地建设与服务规范》明
确规定，露营地选址“应避开滑
坡、洪水、巨浪、高压线、雷电多
发区等易发生自然灾害的地
段”；在安全保障方面，要求“应
针对突发性事件(如地质灾害、
气象灾害、火灾等)制定紧急预
案，事故处理及时、妥当，档案
记录准确、齐全”“应结合场地
环境类型，配备救生员和救生
设备”等。

“这条沟既不是景区也不
是景点，不属于常规旅游部门
管理的区域。同时，龙漕沟是
泄洪道，其功能属性就决定了
它不能作为景点、景区而存
在。事实上，也没有任何旅游
相关部门把这条沟开发成景
区、景点或露营基地。”文旅产
融智库副理事长姜长城在接受
中国城市报记者采访时指出，

当地防范中既有警示牌，也有
拿着大喇叭呼喊的警示巡视人
员，客观地说，防范已相对到
位。但他们毕竟不是执法部
门，没权力依法强制游客离开，
只能加大护栏、防护网等防护
设施的安装力度和进行无人循
环播放的警示告知。

社交、网络平台充当何种角色

龙漕沟山洪酿成惨剧后，
不少人心存疑问：本身只是一
处河道的龙漕沟，缘何引得游
客络绎不绝来打卡？

据了解，虽然龙漕沟在官
方的认知里是一处河道，但在
不少社交、互联网平台上，龙漕
沟被贴上网红的标签，出现在

“成都周边小众玩水避暑胜地”
的推荐里。各种关于龙漕沟的
游玩攻略吸引着无数游客前去
打卡，背后存在的安全隐患却
无人提及。

中国城市报记者发现，龙
漕沟山洪灾害发生后，目前多
个社交平台已将龙漕沟的游玩
推荐、分享等相关内容下架，在
地图里也搜索不到“龙漕沟风
景区”关键词。

尽管如此，社交、互联网平
台在此事件中是否应当承担责
任，仍成为当下热议的话题。

在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
究中心副主任朱巍看来，在社
交平台上传播相关贴文吸引更
多游客到此游玩的网红，以及
通过算法不断推荐更多网友看
到贴文的平台，都应承担一定
的传播违法信息的责任。

姜长城坦言：“社交平台推
荐泄洪区域作为玩水、露营场
地，受众可以依法要求平台删
除或改正这样的内容和行为。
但如果平台不是当天活动的组
织、运营方，还是很难追究其法
律责任的。”

“平台不能为获取流量和
博取眼球而随意推荐一些‘野
生网红地’，这对游客或粉丝
来说也是一种不负责的行
为。”文旅创新创业研究院执
行院长张德欣告诉中国城市
报记者，惨剧发生后真正受损
的是遇难游客和当地的旅游
品牌，作为平台企业还是应当
坚守一定的底线。

上海大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丁金坤认为，平台有影响力，推
荐旅游胜地应该真实、全面、准
确，尽到法律义务。“如果平台
是收费的有偿推荐，则务必告
知可能存在的风险。过失未告
知风险的，可能承担过错责
任。如果平台是免费无偿推
荐，消费者自己去旅游发生意
外则是自甘冒险，应自负其责，
平台没有法律责任，但道义有
愧。总之，平台要专业操作，无
论是有偿还是无偿推荐，都要
全面介绍、告知风险，保障消费
者的安全。”丁金坤说。

防范“野生景区”背后的隐患

实际上，国内存在不少像
龙漕沟这样的“野生景区”。近
年来，发掘未被开发的“野生景
区”似乎已经成了部分游客的
小众玩法。特别是在炎热夏
季，很多游客热衷于寻找人流
量少的避暑胜地。但值得注意
的是，类似存在安全隐患的“网
红景点”引发意外并非个案。

7月31日，两名才考上大
学的高中毕业生为了亲近大
海，在山东省青岛市澳门路
海域违反规定翻过护栏，到
海岸线边的平台上拍照，被涨
潮的海水打倒、被海浪卷走后
遇难。

再往此前追溯，2020年 8
月，来自广东省佛山市的12人
擅自进入英德市横石塘镇石门

台自然保护区游玩，由于天气
突变，上游下大雨，溪水短时暴
涨，致7人被洪水冲走。经过
紧张搜救，7人中4人被救起，3
人不幸溺水身亡。

其实英德市在2019年就
出台了《关于严禁在广东石门
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从事违
法违规活动的通告》，禁止个人
和单位在自然保护区内进行游
玩、用“三无”船舶载客及擅自
开矿、砍伐等违法活动。石门
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也
在进入石门台保护区路段设置
了大量的警示牌，劝导群众。
然而，不少游客对相关法规置
若罔闻。

“这也暴露了我国部分公
民接受的安全教育相对较少，
安全避险意识、自然灾害防范
意识较为薄弱，紧急避险培训
比较少；很多人在山洪来时还
舍不得丢弃自己的露营设备，
错过了最佳逃生时机。”姜长城
表示，需要全社会将惨痛教训
转化为安全教育安全意识提升
行动，人们的安全意识增加一
点，灾难发生的概率就会降低
一点。

西藏科学探险协会和中国
探险协会会员孙吉建议，现如
今，网络上能查询的信息非常
多，游客出游前应先查询好出
游地区的地质条件、天气条件、
自然环境等，事先预判可能出
现的突发因素，打好出游安全
的基础。“尽量不要自作主张到
不熟悉的环境里冒险，更不能
盲目自信。”孙吉强调，当灾情
即将到来的时候，特别是当地
政府或管理人员作出了预警要
求撤离，游客一定要坚决服从
管理，“敬畏自然才是对生命的
尊重。”

此外，此次龙漕沟山洪引
发的悲剧也为不少景区敲响了
警钟。中国城市报记者注意
到，事件发生后不久，北京市延
庆区发布了《延庆区景区帐篷
露营管理指引(试行)》，在全市
率先实现景区帐篷露营产业规
范管理，明确在选址方面，营地
地面必须宽阔、平整、干净，避
开洪水、地质灾害等安全隐患；
在服务设施方面，营地和外界
应具备自然或人为围栏，设置
卫生间、洗手间和其他功能分
区的向导牌、营地标志牌、关于
产品和服务价格的公示牌等，
方便市民游客准确清晰了解各
类信息；在交通安全方面，营地
内的公共道路宽度标准不小于
3米，且与景区连接通畅，道路
两侧、运营地域及周边要有排
水等基本设施，全力保障露营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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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躲避如何躲避““野生景区野生景区””的的““吃人大口吃人大口””

““艺汇丝路艺汇丝路””艺术展艺术展
亮相中国美术馆亮相中国美术馆

日前，“艺汇丝路”艺术展在位于北京

市的中国美术馆开幕。展览汇集了来自

112个国家艺术家的193件作品，包括共

建“一带一路”国家艺术家受邀来华采风

创作作品、中国美术馆国际藏品以及12

位知名艺术家为本次展览特邀创作的作

品，涵盖油画、中国画、雕塑、综合材料等

多种艺术形式。展期截至8月25日。

中新社发 史春阳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