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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青岛·关注

崂山救援，10 天就得来一次
“驴友”盲目进山探险有浪费公共资源之嫌
本报记者 张潇元

格社会学专家

个人莽撞行为不该全民买单
在采访中，林楠和江明都

一再介绍登山的好处之多，但
他们也同时提出，一部分不负
责任的“驴友”不理智地选择
登山路线，不会自救方式，在
无形中消耗了社会的公共资
源。

青岛大学哲学系社会学
副教授宫振胜认为，“驴友”的
探险欲并不是坏事，它激发了
人们对大自然的探索和好奇，
从一方面来说，这是一件好
事，可一部分人利用现在较为
完善的救援系统，不理智地登

山，确实给他们增加了不少的
困扰。

登山爱好者，25岁的吕
卫曜告诉记者，他从 2008年
开始登山探险运动，先后已经
去过五六次崂山了，每次都会
选择不同的登山路线，目的就
是为了新鲜感。“我爬了两年
山了，只能算个初学者，如果
要爬比较困难的路，还是要跟
经验丰富的老师一起去，我们
自己只能去些好走的地方。”
吕卫曜介绍，不做好完善准备
就登山的“驴友”，也是对自己

的一种不负责。
“最近这几年，‘驴友’被

困甚至因登山坠崖的事件频
频发生，不得不引起反思。”宫
振胜认为，如果做好一切准
备，却遭遇突发事故而被困的
“驴友”当然该救，可如果未做
好准备盲目上山被困，却要耗
费多名救援力量，实施救助，这
就成了“个人行为，全民买单”。
消防队员、警察或者救援设备，
这都是公共资源，是靠国家公
共税收聘请和购买的，这样频
繁使用，肯定是一种浪费。

 12月4日
深夜，救援人员
带 领 被 困“ 驴
友”找到下山的
路。 (资料片)

▲ 12月4日
深夜，崂山景区
的救援人员、民
间救援志愿队
和当地派出所
的民警一起，搀
扶被困“驴友”
翻越障碍物。

为了营救被困的复旦大学学
生，12月12日黄山一名24岁年轻民
警不幸坠崖遇难，献出了年轻的生
命……类似“驴友”被困的事件在
青岛也并不少见，截至 12月 15日，
崂山景区的消防官兵在过去的 11
个多月里，就已经上山救援40次以
上，平均不到 10天，救援队就要进
山搜救一次。

记者了解到，目前青岛只有三
支救援队，除了崂山景区内消防救
助站的20多名消防官兵在24小时
待命，还有两支是由红十字会组织
的民间救援队的30多名志愿者。不
少市民质疑，一部分“驴友”缺乏准
备，盲目探险，一旦遇险却又要调
动大批人力、物力。对社会公共资
源是否构成了一种浪费？

为救一对迷路情侣

7名消防员来回找了8小时

以复旦大学学生为主的18名上
海“驴友”通过网上拼团的方式，组
团前往黄山未开发区域探险时迷
路，经当地部门全力搜救后安全脱
险，但黄山风景区公安局24岁的民
警张宁海在营救行动中不幸坠崖遇
难。

类似这样“驴友”被困山中的事
件，在青岛崂山景区也是频繁发生，
截至2010年12月15日，仅崂山南线
分管巨峰、流清、太清、棋盘石四个
管理处的“林楠消防救助站”就进山
救援30多次，北线的仰口、北九水管
理处也救援被困“驴友”十余次。不
管是被困的人有几个，每次救助站
最少也要动用5个以上消防队员，带
上绳索、手电、药品、食物、热水等一
系列的救援设备，前往“驴友”被困
地点，这全部的人力和物资设备都
是由救助站或民间救援志愿队提供
的。

“林楠消防救助站”的中队长林
楠向记者讲起了几天前的一次救
援，三天前，有一对威海的情侣开车
来青岛游玩，到达崂山后，很快就迷
了路。虽然他们打电话求救，可说不
清楚自己的具体位置，“林楠消防救
助站”的民警前前后后找了七八个
小时，才在一个未开发的景区里找
到了两人。

林楠已经在这个消防中队呆了
四年多的时间，崂山虽然高度并不
高，但跨度很大，近些年来，由于自
然资源保护良好，山里的植被非常
茂盛，游客如果偏离了游区主干道
后，容易找不到返回的路线。
“我在这里已经呆了4年多了，

至今也只见过崂山里不到一半的景
区。”林楠介绍，崂山里有多数景区
未被开发，所以就算像他这样天天
在这里呆着，也有很多地方并未涉
足。

深夜上山救“驴友”

救援者常被划得伤痕累累

青岛红十字应急搜救志愿队，
是一支民间的救援队，由拥有丰富
经验的登山爱好者组成，志愿者队
的队长江明更是青岛“驴友”界公
认的行家，这支民间救援组织从
2009年开始，参与帮助消防队员救
援被困“驴友”已有十余次。江明告
诉记者，大半夜接到一个电话，就
开车往崂山奔，晚上天黑，山上的
树枝又多，经常是什么也看不清楚，
被划得满身伤痕。

12月4日夜，江明带着自己的
队员赶到崂山救助“驴友”，等赶到
被困“驴友”面前时，他身上、腿上
被树枝划出了 7道伤痕，“林楠消
防救助站”的一名小战士的脸上，
也被划出了深深的一道血印，最
终，被困的“驴友”毫发无伤地被救
回，可几位救援者却是“伤痕累
累”。“其实也都不是什么大事，毕
竟我们都是比较有经验的登山人。”
江明说。

不看天气盲目登山，不制定正

规的登山路线，没有器材准备，刚开
始登山就独自上山等，成为现在“驴
友”频繁被困的原因。“登山其实是
一个非常好的有氧运动，我认为是
应该提倡的。”江明介绍，现在越来
越多的人在城市里觉得压力太大，
喜欢走进大自然，既为锻炼，也是探
险。可不少人把登山简单化了，以为
只要自己身体好，什么也难不倒自
己。

其实这种想法是大错特错
的，除了上述讲到的方面外，经验
也是登山必不可少的。对于江明
的说法，林楠也十分认可，“我们
建议登山新手，可以先跟较有经
验的驴友一起登山，或者有组织
地跟多名登山爱好者一起上山，
减少危险性。”林楠建议，如果实
在想自己或几个朋友一起登山，
不愿参加集体活动的，应选择在
离游区主干道不超过 20分钟路程
的地点，否则一旦预险将增大搜
救难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