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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泰山失踪女驴友”追踪>>

女驴友失踪53小时仍没找到
救援人员配专业仪器夜间继续搜救，失踪者家人已从济南赶赴泰安

本报泰安2月14日讯(记者
周倩倩) 13名驴友违规爬

泰山，一女驴友失踪(见本报14
日A12版报道)，景区组织200多
人搜救未果，截至14日23时记
者发稿时，失踪已超过53小时
的女驴友仍未被找到，景区已
加大了搜救范围。

14日18点，搜救人员泰
山天烛峰管理区副区长左勇
告诉记者，13日下午1点找到
失踪男驴友后，晚上8点左右，
搜救人员带上这名男驴友一起
寻找，也没有发现女驴友身影。

“男驴友下山时方向辨识不清，
他就在雪上做了一些标记，但

雪化后这些标记已经完全看不
清了。”左勇说，“我们推测女驴
友藏身的地方应该不是在开阔
地带，而是在一些密林或者山
谷中，这给搜救带来更大的困
难。还有可能她体力恢复后，
又走到别的路上去了。”

记者了解到，14日，搜救的

人数增加到240人。泰山景区安
全办公室主任巩恩奎表示，目
前山上的积雪仍未融化，道路
较为湿滑。为了方便夜间搜救，
救援人员配备专业搜救仪器

“方位灯”，可以发出红光及报
警音，4000米范围内均能看清。

“今天的搜救兵分好几路进行，

一路跟随男驴友有目的地搜
寻，其他几路人员扩大搜救面
积，从四周向可能区域辐射。”
巩恩奎说。

得知这一消息后，不少市
民来电咨询搜救进展。济南蓝
天救援队则提出如果需要帮
助，会赶赴泰安协助搜救。

14日18点，记者了解到，女驴
友的两位家人已从济南赶赴泰
安。巩恩奎表示，女驴友在山上
已经超过两整天，没有食物和
水，再加上山上气温较低，处境
非常危险。以她现在的体力，独
自走出无人区的可能性几乎为
零。工作人员会继续搜救下去。

泰山设80个检查站

难阻驴友违规进山

14日，记者从泰山景区管理区
了解到，2010年起随着户外运动的
兴起，从非正规渠道进山的驴友明
显增多。

泰山景区农林局局长梁东田介
绍，2011年共拦截18600名非正规渠
道进山驴友，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
这次搜救，每天耗资要4万多元。梁
东田介绍，泰山正规进山渠道仅有
天外村、红门、天烛峰和桃花峪四
条。泰山目前设有80个检查站，拦截
非正规渠道上山的驴友。

天烛峰管理区副区长左勇说：
“最多的时候，一个周末能拦截800多
人。天烛峰景区共有87个工作人员，
最多时有65人去拦截驴友。”在天外
村附近负责票证稽查的付晓告诉记
者，前几年也有驴友，但没有这么多。

这两三年很常见，在天外村，周末一
般能阻拦50到100名驴友。

泰山周边有7个乡镇、67个行政
村，村民的生产线及上山支线较多，
给查堵工作带来很大困难。2010年12
月，两名男驴友酒后在后山迷失方
向，纵火警示，结果引发火灾。

驴友所谓经典线路

其实都有危险

参加搜救的左勇告诉记者，这
次驴友失踪也和彼此不熟悉有关，
临时性的小团队缺乏组织和管理，
成员仅通过QQ群联系，甚至不知
道彼此的电话和真实信息。

泰山景区管委会宣教科马云
飞介绍，不少驴友在网上发帖子集
结而来，之间并不了解，有的连联
系方式都不知道，这样一旦发生危
险，对对方的体能、性格等一无所
知，非常危险。

泰安一位从事户外运动很多年
的资深驴友“逗号”告诉记者，近两
三年，有些并不熟悉野外生活的人
加入驴友队伍，少数人有“自虐”倾
向，明知自己身体条件不适合野外
攀登，但还是参加活动，以求释放精
神压力，他们根本不适合做有危险
性的户外运动。

网上流传驴友总结的7条经典
登泰山线路，其中5条在天烛峰景
区。左勇说，这五条线路都有较大
安全隐患。“这些路段没有扶手阶
梯，没经过专业登山训练的驴友很
容易受伤。山上通讯信号差，一旦
出现问题很难与外界联系。山上气
候变化无常，容易出现雨雪天气，
道路变得非常湿滑。”

驴友户外活动监管

存在法规空白

泰山景区工作人员介绍，驴友

登山有的私自携带便携炉等火种，
给景区防火带来压力。有些驴友随
意扔垃圾，有时在山石上还能看到
一些户外组织刷的标记，破坏了自
然景观。

查堵非正规渠道进山的驴友，
困难很大。左勇介绍，上周末在天井
湾检查站，拦截住一些驴友，他们又
绕道两侧山梁。山坡上都是驴友的
身影，担心他们出危险，工作人员不
敢追。“没办法。拦到的我们只能劝
回，不能采取强制措施。但大部分人
被劝回后，还是绕路继续上山。”左
勇很无奈。“下一步，景区打算在非
常规进山渠道安装铁丝网，但考虑
到不少便道是村民的生产通道，安
装前还要再论证可行性。”

记者了解到，目前对于驴友从
非正规渠道进山，并没有明确的制
裁措施。左勇说，针对户外运动组
织的法律约束和监管目前还都是
空白，没办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泰山学院教授、旅游专
家王雷亭表示，泰山面积
大，很难从根本上杜绝驴友
非正规渠道上山。但可以通
过加大宣传，通过告知其利
害关系让驴友更加自律。相
关部门应加大对户外运动
群体的管理，对其户外活动
约法三章。不少驴友利用网
络联系，有关部门可以在驴
友行动前进行监测、劝导。
景区管理者应多印制禁止
非正规渠道入山的“明白
纸”，加大宣传力度。

泰山去年拦下1 . 8万冒险进山者
遇险事件常有发生，景区每年为此耗费大量人力物力
本报记者 周倩倩 杨璐

女驴友泰山失踪事件，再

度引起了广大读者对驴友违

规登山问题的关注，其实这一

现象于近年来持续存在，泰山

景区介绍，仅去年他们就拦截

了18600名驴友从非正规渠道

进山。大量驴友组织不顾危险

追求野游的刺激，给自身带来

安全隐患，也给景区管理带来

很大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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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所指就是失踪驴友
和其同伴绕行的山路，这儿根本没
有路。 本报记者 周倩倩 摄

延伸调查>>

1、2010年10月15日，

驴友刘某和伙伴一起登泰
山，在下山途中不慎滑倒摔
伤，派出所民警和泰山消防
中队官兵集体出动，沿着山
间小道搜寻两个多小时，找
到摔伤驴友，并用担架将其
抬往索道站。

2、2011年9月11日下

午3时左右，济南驴友尹女
士在泰山天烛峰景区的下
山途中不慎失足，从悬崖坠
落20多米，身上多处骨折。
公安消防联合医护人员雨
夜里经过12小时的营救，
终于在12日早上5点将伤
者从山上解救下来。

3、2 0 1 1 年 1 0 月 2 2

日，济南一高校学生和同
学到天龙水库附近的天
井湾游玩时，不慎从20米
高的小瀑布顶上跌落，后
抢救无效身亡。

专家建议加强管理

近来泰山驴友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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