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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吉森

近日，在四川雅安的网红景点陇
西河鱼鳞坝，11名退休大妈在拍照打
卡时突遇河道涨水，多人被洪水冲
走。最终只有 4人获救，7人不幸遇
难。据了解，大妈们到达鱼鳞坝之后
下到河道中跳舞拍照，没有听从现场
工作人员的劝阻，也没有注意到河道
正在涨水，最终酿成了惨剧。

不少网友对遇难的老人表达了惋
惜和同情，同时也有网友指出，当前一
些老年人的安全意识亟待加强，自身
的各项身体机能已经衰退，就不应
参与高风险的活动了。还有网友指
出，一些老人有钱有闲，退休后开始
“放飞自我”，拍短视频上瘾，到哪里
都是各种乐、各种摇、各种拍，又俗又
闹又危险。

北京某救援队提供的数据显示，
2020年前十个月该救援队参与的山岳
救援行动共有39起，其中，被救援者年
龄在60岁以上的老年人就有13起，约
占救援总数的33%。值得注意的是，
这13起登山遇险事件中，仅有两起发
生在正规景区内，其余11起均发生在
野山之中。

在旅游旺季，一些出游者“人老心
不老”，选择探险、穿越、蹦极、漂流等
活动，为的是“人生不留遗憾”，而一些
潜在的风险和安全隐患也随之而来。
旅游从业者提醒老年人在出游时应做
好计划，应遵循“有所为、有所不为”的
原则，不可因追求一时的刺激而给自
己和家人带来不必要的伤害、损失与
遗憾。

姐妹出游 无奈求助
8月初，在杭州的钱塘江边，远处

的潮水正奔腾而来，江边的工作人员
大声呼喊：“请游客尽快上岸！”不少
游客听到警告声后立即转身就跑，迅
速上岸。同时，离潮水较远的一对母
女，行动较为缓慢。最终，潮水急速
冲来，将年龄较大的母亲扑倒，冲走5
米多远。

大妈落水的视频在网络上热传，
一些网友在表达关切与同情的同时，
也对行动迟缓的大妈予以善意批评：
“每年潮水都卷走人，本地人都不敢这
么靠近，你来之前不知道吗？年龄大
了，行动还慢悠悠的……”

本地旅游爱好者穆夏（化名），看了
大妈落水的视频后表示：“我以前也去
过钱塘江边，在那里观潮，越过栏杆下
到岸边，拍了几张美照。待的时间长，
没注意到潮水快到了，听到有人大声提
醒，转身就往高处跑。鞋子跑掉了，人
摔倒了，手上和膝盖上还被擦伤……”
穆夏的同伴在跑的时候手机被冲走了，
衣服被打湿了。回到住处，两人惊魂
未定，赶紧处理身上的伤口。

四年前，穆夏从本市一家国有企
业退休。退休后，她喜欢参加社交活
动，经常参加郊区游、自驾游、西部游
等活动。2019年，同一社区的几位好
姐妹组织去云南旅游，她很爽快地带
上几件衣服就出发了。到了目的地，
同行的好姐妹们玩儿得很开心，拍了
很多照片和视频，发布在社交软件和
老年人网络论坛上。

最后一天，同伴提出去爬山。穆
夏有些迟疑，前几天的行程安排有些

紧密，体力有所透支。她觉得爬山对
身体的要求很高，万一遭遇意外，不好
应对。但是，同行的三个姐妹坚持去
爬山。“来一次不容易，下一次不知道
什么时候还能再来”，一位同伴这样说
道。但穆夏还是坚持要休息，打算到
附近的古城转转，就不跟着她们去爬
山了。其他三人则按原计划去登当地
的一座山，没想到她们爬到一半的时
候，天气突变，两位队友都出现了高原
反应。但她们没有提前预备药品和急
救装备，只得打电话向穆夏求助。穆
夏立即打电话给住宿的酒店，酒店方
联系了村民和救援组织，迅速上山救
助三位登山的老人。

待救援队找到她们时，其中的一
位大姐已处于昏迷状态。救援人员迅
速联系了120急救中心，将这位大姐运
送到医院抢救。最终，她们在当地多
待了四天，治疗费用花费了上万元。
等到这位大姐康复后，她们才踏上了
归程。“这次遇险后，我就决定，今后再
参加旅游活动时，一定不再参加高风
险的活动了。”穆夏这样表示。

过去两年，穆夏和姐妹们组团去
过周边多个省市。有一次去海边旅
游，当日出现了风暴潮，同伴说这样的
天气冲浪更刺激。穆夏不会游泳，坚
持不下水，在岸上踩踩沙子就回去
了。还有一次去草原，有姐妹选择了
骑马项目，打算体验一下驰骋在大草
原上的感觉，但不幸在回来的途中从
马背上摔了下来。“景区把这个大姐送
到医院，检查后发现是软组织损伤。
如果是骨折的话，我们该如何向她的
家人交代啊？”穆夏回忆说。

任性“探险”换来教训
蓟州蓝天救援队成员晓辉，今年

参与了蓟州山区的多次救援活动。今
年5月，北部山区某村的一个农家院拨
打电话求助，他们的一位客户在午休
时离开了农家院去爬山，但很晚未归，
且无法与之取得联系。

晓辉和队员们紧急出动，在周边

山区搜索，最终在第二天清晨六时许
才找到了这位老人。该老人被找到
时，体力几近透支，看上去非常虚弱。
据这位老人自述，她住在市区，退休后
多次来蓟州的农家院住宿游玩。前一
日，团队其他成员午休，她游兴未尽，
想趁此机会去周边的山区逛逛，不成
想，一进山就迷了路，手机也没了信
号。一个人在茂密的山林里，蚊虫叮
咬，加上没有食物和饮用水，忍冻挨饿
的她非常焦急又害怕，走走停停。“如
果不是救援队找到她，她很可能永远
也回不来了。”晓辉发出感慨。

今年7月的一天，梨木台景区附近
的一家农家院也打来电话求助，三位
住宿的老年人组团去周边爬山，结果
夜里很晚也没回来，电话也打不通。
救援队在附近的山里搜索，最终找到
了迷路的三位老人。据了解，这些老
人都是家住市区的退休老人，来到山
区后非常喜欢这里清新的空气，临近
傍晚，他们执意进山，但天黑后就迷了
路。几个老人在山里转圈，跑了好几
个小时也没有找到出山的路。

64岁的林峰，退休后多次在蓟州
山区旅游，也有在西部地区高山穿越、
沙漠探险、峡谷漂流的经验。据他观
察，近年来，中老年人外出旅游，玩得
越来越“野”，越来越“嗨”。他们的探
索欲和征服欲一点儿也不输给年轻
人。尤其是一些退休后的老年人，卸
下了工作和家庭的负担，探险的兴趣
越来越浓厚。

两年前，林峰参与了成都市一位
领队组织的沙漠自驾越野活动，团队
成员共 14人，其中 60岁至 65岁的退
休老人有 10人。这些人都有共同的
爱好：喜欢车和各种机械；年轻时创
业或者担任过企业中高层领导；喜欢
探索未知领域，对未知世界充满了好
奇心。最终，领队拟定了一个全新的
沙漠和无人区穿越路线，行程近2000
公里。

出行500公里后，有团队成员的身
体就出现了问题，请求退出。可是，团

队需要专人将这些人护送出去，预备
的燃料、食物和其他装备不够。领队
冒险操作，先将退出的成员护送到最
近的乡镇，再返回与其他团友会合，重
新出发。

不久后，团队又出现了新问题，一
辆汽车抛锚，无法重新启动。团队经
慎重考虑后，决定先到沙漠里找到乡
镇或聚居点，请人去拖车。然而，没等
找到乡镇，领队又变了主意，和抛锚的
车主产生了纠纷。“团队的意见不能达
成一致，一行人在沙漠里来回跑了几
百公里，燃料快耗光了。”林峰回忆说。

后来，又有团队成员出现身体不
支的情况，而预备的药品、食物严重不
足，只得求助。救援人员找到他们时，
食物和水只能再支撑12小时。从那以
后，林峰不再参与穿越、探险、漂流等
高风险活动，他说：“生命只有一次，没
有必要为了探索和征服而丢掉生命。”

组团出游 量力而行
近日，在线旅游平台携程发布的

《老年群体旅游行为报告》显示，老年
人已成为高频率的旅行用户。65%的
老年出游用户每年出行在3次以上，且
越来越多的老年人能够独立完成在线
预订，超五成的老年旅游用户选择和
朋友一起出游。这些银发族不再依赖
家庭，有着独立的社交圈，他们喜欢与
老同学、社区好友一起组成夕阳旅游
团出游。

同时，该报告也提出，在“银发旅
游”经济蓬勃发展的同时，也需要旅行
社主动承担起更高的责任。相较于年
轻人，老年人可能存在更多的基础疾
病，身体素质也远不如矫健的青壮
年。对此，国家旅游局曾经于2016年
出台《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规范》，要
求旅行社应为包机、包船、旅游专列以
及百人以上的老年团配备随团医生；
75岁以上的老年旅游者，应请成年直
系家属签字等。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与参加旅行
社组织的旅游团相对应的是，当前越
来越多的老年人选择自驾游、自由行
等，他们的行程并没有专业人员的保
护和指导。网友、社区好友临时组团
的出游活动，一旦领队缺乏组织和协
调能力，也没有为成员购买保险，出现
意外事件后，老年人面临的风险更高。

因此，老年人在参加朋友、社区好
友组织的出游活动前应做好规划工
作，旅游时量力而行。谨慎选择网友
自由组队的跨区域出游活动；尽量选
择有经验的领队。建议银发出游团队
聘请有医疗、急救等相关资质的专业
人员参团，随行予以帮助。

北京市二中院梳理了五年来老年
人出游纠纷案件后发出倡议和提醒：
老年人选择旅游目的地，除了自己感
兴趣的地方，还要考虑目的地的气候、
地理条件、舒适度等要素，要合理规划
旅行线路，不要有“走的地方越多越
好”的心理。老年人可以适当避开旅
游高峰期和旺季出行，尽量在舒适的
气候条件下出行，这样可以降低季节
病的发病几率。旅游过程中，外出时
尽量多人同行，尽量不独居。要合理
饮食，注意食品卫生、不酗酒、不暴饮
暴食。避免参加危险、激烈、刺激的游
乐活动，如漂流、滑雪、骑马、跳水、潜
水、蹦极、翼装飞行等项目。

部分老年人在出游或进行户外活动时常常为了追求刺激忽视安全隐患

老年人出游，风险意识不可少

老年人自由行、自驾游比例上升，灾害多发时段风险上升，提倡老年人出游量力

而行，不参加高风险活动。 本报记者 尉迟健平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