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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市政协委员、
华侨大学法学院白晓东
教授认为，旅游者违反
安全警示规定，或者对
国家应对重大突发事件
暂时限制旅游活动的措
施、安全防范和应急处
置措施不予配合的，依
法承担相应责任。德化
县已出台禁令，严禁进
入戴云山非旅游区，而
有人擅自进入上述区
域，依法应承担相应的
行政、民事法律责任。

白晓东教授介绍，

《旅游法》第 82条规定，
“旅游者在人身、财产安
全遇有危险时，有权请求
旅游经营者、当地政府和
相关机构进行及时救
助。旅游者接受相关组
织或者机构的救助后，应
当支付应由个人承担的
费用”。因此，游客擅自
登戴云山赏景被困山顶，
消防员4小时搜寻营救，
由此产生的救援费用依
法应由其个人承担。不
过，这种情况下有关机构
履行救援工作，也是职责

所在，不存在占用公共资
源问题。

福建尚民律师事务
所罗平律师也认为，对
于“野游”的行为，如未
经批准进入自然保护区
的 ，可 能 面 临 行 政 处
罚。因自身违法违规行
为而出现险情，产生救
援需求，浪费公共救援
资源，除应让违法者承
担相应救助费用外，也
应对违法者予以严厉批
评，增加其违法成本，以
起到警示作用。

擅入保护区受伤 救援费谁“埋单”
日前，有驴友擅自攀爬戴云山自然保护区时受轻伤报警求助，引发关注

“港湾式”停靠站 两周内启用

□“大巴停靠马路 交通拥堵险象环生”追踪：

记者从公开的相关报道
中获悉，仅去年以来，戴云山
自然保护区尚未开发区域已
经发生多起驴友被困事件。

●2025年1月26日上午
7 时 50 分许，一男子攀爬戴
云山途中，不慎摔伤，被困于
山上。泉州消防救援人员携
带救援装备徒步 1 公里上山
营救，利用担架成功将被困
人员安全转移至山下。

●2024 年 11 月 10 日下
午2点多，戴云山有一名驴友
登山时因腿部受伤而无法下
山，当地消防救援人员紧急
前往救援，历时8小时，于11
日凌晨1时许将其送到山脚。

●2024年10月12日，13
名人员组团爬戴云山，下午5
点多下山时，一名人员脚部受
伤，被困海拔约 1700 米的高
山。消防救援人员经过 2 小
时的攀爬，到达被困人员位
置，将其安全转移下山。

●2024 年 7 月 21 日 5 时
许，3 名驴友在爬戴云山时，
其中一人不慎摔倒致小腿骨
折，被困于海拔 1400 米高山
之上。所幸，4 个小时后，救
援人员将 3 名驴友安全护送
下山。

N海都记者 黄晓蓉 吴日锦

政府部门明令禁入的德化戴云山自然
保护区，3 名驴友结伴擅自攀爬，其中一人
受了轻伤，同伴报警求助后，当地公安、消防
救援力量出动10余人，大费周折才将伤员
送下山。日前，有读者向海都记者打来电话
认为，这 3 名驴友的行为涉嫌占用公共资
源，应自行承担此次救援的费用。

驴友“任性”擅闯保护禁区，已多次发
生，“救援费用”该由谁“埋单”？日前，海都
记者多方走访，邀请救援组织、部门、法律专
家等一起算算这笔“救援账”。

记者了解到，2024年11月
5日，福建戴云山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管理局、德化县人民法
院、德化县人民检察院、德化县
公安局就已经联合发布《关于
禁止非法进入戴云山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缓冲区和核心区的通
告》，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擅自
非法进入戴云山自然保护区的
缓冲区和核心区，违反禁令的
个人和单位，由自然保护区管
理机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自然保护区条例》规定，责令其
改正，并可处以 100 元以上
5000元以下的罚款。

公告称，此次禁止未经审

批进入的区域包括但不限于戴
云山（小戴云）、中尖（大戴云）、
罩雾山、大格、莲花池、七里洋、
大小险、黑鹰潭、土云岐、覆鼎
山、雪尾尖等区域。因科学研
究需要进入保护区的缓冲区和
核心区的，必须事先向自然保
护区管理机构提交申请和活动
计划，经批准后方可进入。

戴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管理局相关工作人员表示，
非法进入保护区的缓冲区和
核心区，不但会影响保护区的
生态，而且核心保护区环境险
峻，通信信号弱，一年约 300
天是雾天，很容易迷路、摔伤。

记者从相关渠道获悉，2
月 17 日 14 时 30 分左右，3 名
游客相约到德化县戴云山自
然保护区游玩，他们攀爬到山
顶后，一名女游客不慎崴到
脚，同伴报警求助。

接到报警后，德化消防、
公安共出动救援力量 10余人
赶往现场。由于游客所处位
置属于未开发旅游区域，车辆
无法通行。消防救援人员携
带救援器材与当地派出所民
警一起，在向导带领下，徒步
攀登。经过一个半小时的攀
爬，救援人员于当日 17 时左

右成功到达被困人员所在位
置，用担架将受伤人员送到山
下。由于被困人员所处的位
置险峻陡峭，岩石高低不平，
救援人员只能一前一后做好
防护和接应，保护被困人员沿
着山路一点一点往下挪动，直
到 19 时 20 分左右才抵达山
脚，整个救援过程历时 4个多
小时。

据受伤驴友的同伴楚先
生介绍，他从厦门到德化找朋
友，看到朋友圈有人展示攀爬
戴云山的照片，就约着当地的
朋友爬山观景。

10余人花4个多小时抬下伤员

部门 去年已出台禁令
擅入者最高可罚5000元

“这样的救援该收
费。”采访中，一位市民
对记者表示，有些驴友
为了寻求刺激，不顾危
险深入各地明令禁止进
入的区域探险，这些行
为不但自身安全得不到
保障，而且出事后也给
救援带来了很大的难
度，“这类救援往往需要
出动大批人和设备，更
有甚者，只是轻微伤也
拨打求助电话，挤占了
本来就有限的救援资
源”。

“因为驴友的任性，
一次脚崴伤这样看似简

单的救援就要出动10多
名救援力量。”这位市民
认为，这样的救援账应
该较真算一算，救援费
用该由当事旅游者承
担，“只有这样，才能刹
住这种不负责任的行
为”。

采访中，记者了解
到，泉州“驴友”遇险地
段多为未开发区域，救
援难度大，相关部门往
往需要调动大量人力、
物力进行营救，而救援
成本往往由政府部门、
景区、民间救援力量承
担。

“我们是民间公益
组织，所有救援都是免
费的。记得有一次，我
们在戴云山搜救了两
天。”曾多次参与戴云
山营救的泉州某公益
救援队队长告诉记者，
戴云山海拔 1800 多米，
信号很差，救援难度很
大 ，且 救 援 过 程 很 危
险。在他看来，政府可
以采取措施对这些任
性的驴友进行处罚，目
的是给更多人警示和
提醒，让珍贵的公共应
急救援资源用于关键
时刻。

这笔救援账，就该好好算一算声音

擅闯禁区者，承担救援费有法可依法学专家

□相关链接

●2024年7月底，4名游
客在新疆尼勒克县擅闯冰川
无人区被困，事后经法院调
解，4名游客向派出3架直升
机的某旅游公司、合作社马队
以及向导支付了救援费用。

●2024 年 11 月，江西 5
名“驴友”违规徒步进入百丈
山未开发山区遇险，事后法
院判他们依法承担2万元救
援费用。

驴友自担救援费用
已有先例

戴云山曾发生多起
驴友被困事件

A03

新华北路中闽百汇门口

救援人员沿山路一点一点挪动伤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