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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 9 月至 11 月，文
化和旅游部曾开展私设

“景点”问题专项整治工
作，要求旅行社、在线旅游
企业等旅游经营者不得将
私设“景点”作为旅游产品
予以销售或推荐。今年1
月23日，文化和旅游部再
次提醒广大游客增强安全
意识，远离无安全保障的
危险区域。

网红“野景点”该何去
何从？记者发现，一些地方
尝试令其变为旅游产业化
的抓手。在贵州省开阳县，
一度荒废的香火岩瀑布景
区正在改造升级。开阳县
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李拾
军说，他们与经营主体商
议后，去年底景区重新施
工改造，今年 4 月开始试
营业。

不过，受手续不全、开
发周期长、投资成本高等因
素影响，“野景点”“转正”并
非易事。清镇市文体广电旅
游局副局长饶文燕介绍，羊
皮洞所在的暗流河省级风
景名胜区总体规划仍在报
批阶段，待通过后，当地将
积极招商引资，争取对项目
进行开发保护。

“旅游开发是很复杂

的产业，因为涉及人的生
命安全问题。”张晓松说，
正规景区都有系统安全的
防护，但“野景点”则缺少
这些，出问题后往往是游
客自身承担全部后果。

“山川河谷不计其数，
很难一一去劝阻，所以更
重要的还是提高公众安全
意识。”张晓松建议，属地
政府要加强安全等方面的
宣传，同时采取一些必要
的防护措施，比如对自然
灾害加强监测预警，对已
经形成的灰色产业链严管
严控。此外，可通过有偿救
援等国内外通行办法来帮
助游客提升安全意识。

“野景点”之所以能成
为网红打卡地，离不开网络
平台的作用。对此，贵州新
瑞林阳律师事务所执行主
任吴旭梦认为，一方面，自
媒体平台要尽到安全提醒
和审核义务；另一方面，游
客自身要提高安全意识，不
要轻信网络上的推荐。

“未经开发的景区景
点，最好不要擅自进入；如
果真要去，也要做足功课，
做好事前安全防范，买好
保险，旅途中要结伴而行、
量力而行。”吴旭梦说。

◆让“野景点”告别野蛮生长

由于尚未开发，基础设施不完备，网红
“野景点”看似风光独特，却潜藏不少隐患。

一些“野景点”安全事故频发。记者梳理
发现，近年来，多地消防救援部门提示群众不
要前往未开发的“野景点”游玩，但人员伤亡
的惨痛悲剧依然时有发生。

记者注意到，仅4月上旬，就发生了2起
游客攀登蟒山时因迷路被困山中，最后向消
防救援队求助的事件。此前，2月25日凌晨，
北京市怀柔区蓝天救援队的一名队员在箭扣
长城搜救被困“驴友”时不幸遇难。

因缺乏管理，“野景点”往往垃圾遍地、污
染环境。记者在贵阳市花溪区黔陶乡鬼架桥
等“野景点”看到，矿泉水瓶、塑料袋等垃圾随
处可见，有的直接漂浮在水面上。另外，在树
林间，还有人露营、野炊、烧烤，私搭乱挖的灶
坑、火堆痕迹明显。收集处理垃圾的方式粗
放，有的甚至直接就地掩埋。

在蟒山，丢弃的垃圾也随处可见。4 月
中旬，当地一支民间救援队曾专程登山清理
游客留下的垃圾。“你带走垃圾的样子，比你
站在瀑布下酷多了。”“@乐天Ryan”等旅游
博主呼吁网友在欣赏景观后，还大自然一片
干净。

不少“野景点”缺乏规范的广告宣传与商
业服务，常常令网友大呼上当。不少网友十
分后悔，戏称“如果你恨一个人，那就带他
去×××”“不来后悔，来了更后悔”。

记者在羊皮洞瀑布等“野景点”看到，
一些村民毁坏山林、占用农田修建经营场
地。当地服务条件较差，餐馆、厕所等设施
简陋，有的一次性雨衣、拖鞋等用品被多次
回收利用。

◆“仙境”可能成险境

近段时间，贵州省黔南
州都匀市的蟒山火了。不少
市民和外地游客为在山上纵
览美景，纷纷前往打卡，并在
社交媒体平台分享游玩攻
略。而据了解，蟒山实际为
当地的一个“野景点”，一直
未进行开发，没有相关配套
设施。

同样引发关注的还有河
南安阳一块悬崖上的“试胆
石”。这是一块伸出悬崖、已
出现裂痕的石头。虽然当地
政府已在附近设置安全提示
牌，但仍有不少游客站在上
面打卡拍照。因担心游客出
现意外，4 月中旬当地已将
其砸掉，引发热议。

记者发现，蟒山和“试胆
石”并非个例。在社交平台、
短视频平台以及旅行游记推
荐平台上，有大量引起争议
的网红“野景点”。

“贵州小冰岛，视觉超震
撼”“这是我离‘银河’最近的
一次”……这是短视频平台
上对贵州省清镇市羊皮洞瀑
布的描述，一些自媒体称其

“火遍全网，播放量上亿”。
羊皮洞瀑布位于清镇市

暗流镇木刻村深山里。记者
实地探访这处“野景点”时发

现，这里山路崎岖陡峭，遇上
雨天更是泥泞不堪，很容易
打滑摔倒。虽然羊皮洞瀑布
入口处设置了警示牌，明确
提示景区存在安全隐患，不
对外开放，但游客仍络绎不
绝，兴致不减。

“早上六七点就有游客
来，他们过来拍彩虹。”住在
附近的村民任波说，瀑布火
了以后，沿途10多户人家做
起了小生意。停车场老板李
发元说，过去交通不便、人迹
罕至，现在游客不断，高峰时
一天就涌来七八千人。

同样火出圈的还有清镇
市麦格苗族布依族乡观游村
的石龙洞。这处未开发的天
然水溶洞，有“神奇的地下瑶
池”之称，在小红书、B 站等
平台上，探洞实录的图片、视
频下方，经常有网友留言咨
询报名、收费、行程事宜。

贵州旅游协会副会长张
晓松说，一些游客尤其是年
轻人追求“新、奇、特”，喜欢
去户外冒险，向往接近原生
态的自然景观。移动互联网
时代，社交媒体是推广的重
要渠道，有时哪怕切中一个
很小的点，也会迅速走红。

◆户外“野游”受追捧

新华社记者 向定杰 郑明鸿

宝藏秘境、绝美之地，没门票、好出片……近年来，借助
网络，一些未经开发、游离于正常监管外的“野景点”不断吸
引游人探险打卡。

“新华视点”记者采访发现，由于承载力有限、配套设施
缺乏，一些“野景点”存在危及人身安全、私搭乱建、污染环
境等问题，亟待规范和引导。

“仙境”可能成险境

网红“野景点”风险需警惕

游客在正在升级改造的贵州省开阳县香火岩瀑布景区内逗留（2023年3月18日摄，手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向定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