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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4 天 4 夜泰山大搜救
记者随搜救队上山寻找失踪女驴友
本报记者 周倩倩

本报泰安 2 月 16 日讯(记者 王世腾
周倩倩) 16 日，记者从泰山景区管委会

了解到，泰山景区管委会早在 2012 年 1 月
6 日就制定《关于加强泰山风景名胜区非游
览线路进山管理的通告》。根据通告，非游
览线路进山的游客将给予 1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的罚款。
通告规定，泰山中路盘道、秦御道盘

道、天外村游览公路、桃花峪游览公路四条
购票进山游览线路及玉泉寺、普照寺等周
边景点游览线路为泰山风景名胜区开放的
游览线路。其他进山线路及周边相关区域
为非游览线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非
游览线路进山游览。

因从事科学研究、教学实习、登山探
险、影视拍摄等活动，确需从非游览线路进
山的，须经泰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批
准。泰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应依法建
立非游览线路进山的管理制度，严格审查
当事人的条件、标准和安全措施等，并采取
签订责任书等方式，明确当事人的责任和
义务。

经批准从非游览线路进山活动的，当
事人须严格按照规定的线路、范围、时间、
内容等组织开展活动，活动结束后应向泰
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说明。凡未按规
定线路活动，进入游览线路的人员，应按有
关规定购买泰山风景名胜区门票。

泰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应明确非
游览线路及相关区域，设立标示和警示牌，
规范和引导游览活动，依据有关法律法规
和本通告规定加强管理。驻山单位、居民和
社会各界应自觉遵守进山管理规定，凡发
现从非游览线路进山的，及时向泰山风景
名胜区管理委员会举报，泰山各景区管理
机构工作人员应予以劝阻、制止。

对未经批准从非游览线路进山的，泰
山管理行政执法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自然保护区条例》第三十四条给予 100 元以
上 5000 元以下的罚款；在森林高火险期内，
未经批准擅自进入高火险区活动的，依据

《森林防火条例》第五十二条规定给予个人
200 元以上 2000 元以下罚款，单位 2000 元
以上 5000 元以下罚款；携带火种、野外用火
或造成森林火灾的，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
规进行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
责任。规定从 2012 年 1 月 6 日起执行。

泰山景区规范进山管理

非游览线路

进山最高罚 5000 元
连轴转

12 小时连翻 5 道山梁

15 日 5 点 30 分天还没亮，300

多人的搜救队已在桃花峪派出所前
整装待发。八字环、D 型钩、呼救器，
消防官兵全副武装。武警泰安支队
100 多队员也加入到救援队伍。6 点，
指挥人员确定救援区域，记者随一支
救援分队上山。随行的还有获救的男
驴友“沉浮”，还有女驴友的丈夫。

井筒峪是搜寻重点区域，这里河
沟较深，沟里没有水，沟两岸是大型
石块，没有一条通行的路。记者随救
援队先沿一侧河沟攀爬。河沟较陡是
上坡。有石块高达近一米，前拉着后
推才勉强爬上去。行进半个小时，记
者身上的衣服已湿透，坐下来休息
时，被冷风吹得瑟瑟发抖。

根据“沉浮”提供线路，先要找到
他印象中的“大树桩”，之后再兵分几
路搜索沿岸河沟。几次到达“终点”，
却没任何发现。记者随搜救人员无功
而返，几次折返下来，又回到山沟。

“沉浮”一句“记不清位置了”，让
大家不知该如何搜寻。

上午 10 点，指挥部决定跳出 4

平方公里限制，扩大搜救范围。在熟
悉地形的景区护林员带领下，记者随
消防队伍沿村民生产便道和防火通
道爬上一座山。通道只做防火护林使
用，非常狭窄，只容一人通过，左侧就
是百米悬崖。路上是 5 厘米厚的树
叶，看不清路况。有时候踩到石块，脚
就一滑。

下午 1 点左右，救援人员爬上一
个海拔 1130 米的山梁。简单吃午饭，
馒头咸菜加一根火腿肠。下山没有
路，全是布满碎石和树叶的山坡，最
陡一个坡接近 70 度，很难找到支撑
点。脚后脚跟着地侧身下山，每次都
多滑出一段，没有人遮挡和搀扶，很
容易滑到山底。

有线索

救援队发现标记处

下午 4 点 30 分，记者所在的救
援队接到电话，称两位搜救队员找到

“沉浮”在三棵树做的标记，也就是女
驴友藏身地。当时，搜救队员已连续
搜救近 10 个小时，体力都已透支。

目的地在对面山梁，必须先下山
再重新登山。要救人必须在天黑前到
达。为节省时间，几十名救援人员从
山坡处直接滑下来，原本需要 20 分
钟的路程仅用 10 分钟。消防七中队
已经准备好照明灯和担架在山下待
命。孙教导员集结刚下山的 40 人重
新上山。休整时间不超过 5 分钟。

下午 5 点 23 分，救援队伍再次
上山，这时不少救援人员已连续搜救
12 个小时。

没有路

用锯刀劈开枯树枝

16 日的搜救更关键，因为地点
基本确定，搜救队员对“三棵树”附近
沟底和山坡进行地毯式搜索。很多路
昨天都走过，不少树干留下救援人员
做的标记。为早点到达目的地，救援
队选择一条坡度很大的近路，上坡只
能跪在地上，抓着石块和树枝往上
爬。记者一脚没踩好，顺势滑下去，幸
好踩住一块石头，才又站稳。

16 日 12 点 40 分，记者所在的搜
救队到达“三棵树”。大家准备再次搜
寻沟底，另一支搜救队伍传来发现女
驴友的消息。消防战士立刻抬担架奔
向山下。记者被远远甩在后面。下坡
路布满树叶，只能一路抓树，一路小
跑。消防战士兴奋地说：“终于找到
了，这几天辛苦没白费。”大家都像是
打了兴奋剂，一路冲下山。记者当时
也不知哪里来的劲儿，疲惫一扫而
光。

16 日下午 1 点 10 分，确认失踪
女驴友已无生命迹象，所有人的脸上
写满失落。救援还没结束，消防战士
准备抬女驴友下山。当时在半山腰，
上下都没路。山下是一片茂密的枯树
林，树枝上带着刺，扎到脸上非常疼。
几名战士拿着锯刀在前面开道，多名
消防官兵轮流抬担架下山。

搜救人员沿湿滑的道路侧身下山。 本报记者 刘丽 摄

护林员张义坤所指的是男驴友在树上所做的标记，
此处是他与女驴友分开的地方。 记者 周倩倩 摄

确定女驴友位置后，消防官兵抬起担架穿梭在树林中。
记者 周倩倩 摄

女驴友泰山失踪 4 天 4 夜，1200 人次先后在泰山展开地毯式搜索，16
日下午 1 点多，找到女驴友，但她已没有生命迹象。本报记者连续两日随
搜救队员上山，见证了搜救过程的困难与艰辛。

搜救人员攀爬在没有路的山坡上。 本报记者 刘丽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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