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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刺激，驴友探险被困
开销大，救援无端受累
登登山山不不走走寻寻常常路路致致事事故故频频发发，，救救援援成成本本高高，，犯犯错错成成本本低低，，专专家家建建议议出出台台处处罚罚机机制制

聚聚焦焦

新政实施一年，

醉驾下降25%

全市已有248人被判刑

本报记者 刘腾腾

5月1日，救援人员背着因擅闯景区小路而受伤的高女士下山。(图片由警方提供)

闯野路爬山致崴脚受伤、专走未开放的景区道
路以寻求刺激、酒后登山却不慎坠崖……“五一”
期间，不少驴友因不守规矩被困崂山景区，而救援
人员实施援救时，都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
和财力，一些大型搜救需耗资上万元。为
此，专家建议，应尽快出台相关的处
罚机制，以警示驴友不能为寻求
刺激而擅闯景区未开发道路。

本报5月2日讯(记者 刘
爽 通讯员 陈刚 栾心龙)

2日，记者从青岛市公安交
警部门了解到，自去年5月1日
实施醉驾入刑以来，全市共
查获酒后驾驶4539起，醉酒驾
驶427起。查处醉驾的数量同
比下降了25%左右，起到了一
定的震慑作用。

据了解，自去年5月1日醉
驾入刑后，醉酒驾驶机动车
辆将一律吊销驾照，并在五
年内不得重新考取驾照。醉
酒驾驶营运机动车的，十年
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
证，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后，不得驾驶营运机动车。对
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罚款
从200元以上500元以下提高
至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暂
扣机动车驾驶证的期限从1

个月以上3个月以下延长至6

个月。同时，醉酒驾驶机动车
的，将构成刑事犯罪，处拘役
并处罚金。

从查处情况看，一年来
全市共查获酒后驾驶4539起，
醉酒驾驶427起。其中拘传101

人、拘留167人、取保候审65

人、逮捕21人。所有案件均立
案侦查，其中正在侦查92起，
已移送公诉机关335起。据介
绍，目前，相关案件还有87起
正在审查中，截至目前，已有
248人被判刑。

随着夏季临近，青岛又
到了酒后驾驶易发季节，交
警部门将严格落实六项措
施，继续将查处酒驾工作作
为工作重点，坚持“预防在
先”，尽可能地在驾驶人饮酒
后驾车前劝阻其不要酒后驾
驶机动车；同时，在七区五市
餐饮业较为集中的繁华路段
确立了酒后驾驶多发的20处
重点路口和60余条重点路段，
加强重点路段管控力度；还
将把每日13时至14时、20时至
21时、22时至次日2时三个酒
后驾车违法行为多发时段确
定为管控重点，采取定时和
随机相结合、定点和流动相
结合等多种形式，实行跨区
域机动作战模式和弹性工作
制。此外，交警部门将开展专
题交通安全宣传，组织专门
警力向酒店、娱乐场所等涉
酒交通违法易发单位发放宣
传材料，扩大宣传覆盖面。

4月 3 0日上午 8点左
右，为了寻求刺激，十名驴
友沿着岛城登山爱好者开
辟的“野路”进山，却因不
熟悉道路而纷纷迷路，直
到晚上7点半，一行人也没
有找到下山的路，无奈，他
们只得报警求助。经过三
个小时的搜寻，民警终于
找到被困驴友，并将他们
带下山。

记者从崂山警方了解
到，“五一”小长假，有三批

共12名游客因被困山中而
报警求助。为了尽快营救
被困者，崂山公安分局出
动30多名警力参与救援，
红十字会应急搜救队的志
愿者们也从四面八方赶来
搜寻被困者，每次救援至
少耗时四五个小时，由于
不少驴友在爬山途中不慎
受伤，救援人员只得背着
受伤驴友徒步行走四五里
路下山。

据了解，去年一年，崂

山公安分局共接到发生在
崂山风景区和沿海一线的
遇险求助80余起，有150余
人被困风景区求救，其中
有三分之二的驴友是为了
寻求刺激擅自闯入一些未
开发的山间小路而导致迷
路被困，还有部分驴友是
为了逃票，选择从野路进
入景区，最终也导致被困。
今年以来，已有四五十人
在登山时不慎迷 路 或 受
伤而报警求助。

一年150余名驴友被困崂山

六成多因探险迷路

现 象

“最怕接到有人失踪
的求助电话。”红十字会应
急救搜救队队长江明称，

“如果有人迷路我们可以
按照求助者说的大体位置
找到他们，或者直接通过
电话引导他们出来，但是
遇到人员失踪的情况就会
特别担心。”江明介绍，不
少被困者因为跌落山崖而
受伤昏迷，导致意识不清，
无法说明所在的位置，此
时就需要几十名救援人员
分成几个小组进山划片搜
寻。

江明称，红十字会应
急搜救队主要由志愿者组
成，每次有情况时，志愿者
们都要放下手中的工作，
从四面八方赶来，每一次
的营救成本，诸如驾车油
耗、伙食成本等开销都是
志愿者们自掏腰包。一旦
遇到比较危险的情况，则
需动用一些救援设备，比
如救援绳索、担架、安全锁
等，“一根50米的救援绳索
大约在两三千元，使用年限
是两年，最便宜的救援设备
就是下降器，也在150元到

200元左右，遇到较大的救
援活动，不算人力和时间成
本，光花费就至少上万元。”
江明介绍，而不少民警和消
防队员在进山搜救的过程
中也会因山路崎岖或天色
昏暗而导致受伤。

为了防止民警在救援
时受伤，并且能尽快搜救
被困人员，近日，崂山警方
向民警配发了新购置的包
括救援绳、夜间搜救灯、安
全帽、破门器、灭火毯在内
的救援设备，而这些设备
耗资18万元。

大型搜救需耗资上万

救援人员时有受伤

困 局

驴友登山被困事
件时有发生，究其原
因，江明分析认为，很
多驴友在登山游玩时
为了寻求惊险刺激，
专门挑一些未开发的
别 人 不 敢 走 的 路 进
山，而他们往往缺乏
登山前的准备和自救
的常识。“很多驴友登
山前还没有熟悉线路
就敢往里闯，迷路后
又无法准确地说出所
在的位置，就会耽误
救援时间；有的驴友
出行前不准备好登山
的装备，而包括指北
针、照明设备和救生
哨在内的这些装备都
会提高驴友获救的机
率。”

记者从崂山风景

区管理局了解到，为了
给驴友们提供登山的
线路信息，风景区管理
处局的工作人员在门
票上附有登山的路线
图，按照5A级风景区
的标准在各个路口设
置了道路指示牌，对未
开发的小路进行封闭，
并且安排巡逻人员每
天进山检查，然而依然
没有阻止部分驴友闯
野路冒险。

除了驴友本身缺
乏登山的常识外，还有
什么原因让他们敢拿
生命冒险而一再违规
登山呢？一些业内人士
认为，主要是因为有关
户外探险的立法还不
完善，而且处罚没有威
慑力。

户外探险相关立法欠缺

难阻驴友盲目寻刺激

原 因

巨大的人力物力
消耗，救援成本该由
谁来买单？业内人士
建议，应该由驴友来
承担部分救援费用，
以此来警示他们，不
能为寻求一时刺激而
私闯危险区域，同时
也要完善现有法律法
规，加强对登山运动
的管理，加大对违规
登山行为的处罚。

江明建议，驴友们

登山时尽可能要走景
区规划的道路，如果确
实想要探险，一定要跟
随专业的户外运动俱
乐部，在经验丰富的教
练的带领下，制定好安
全措施方可进山，“在
登山时尽量将体力消
耗控制在三分之一内，
下山时控制在三分之
一内，保留剩余的三分
之一的体力用来防止
意外的发生。”江明称。

驴友应担部分救援费

处罚机制要尽快出台

建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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