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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弃的建筑、搁浅的船
舶、远离人烟的古道、随时会
被潮水淹没的灯塔……这些
未经开发、游离于监管之外、
被戏称为“野生景点”的场
所，近年来吸引了越来越多
的网友去探险、打卡。

事实上，不少人慕名前
往，却大呼上当，正所谓“不
来后悔，来了更后悔”——社
交媒介断面式的呈现，大多
严重失真，有的是“滤镜”下
的“照骗”，有的则是“精心取
景”下的选择性呈现。如果
光是“货不对板”也就罢了，
最多只是扫兴。很多时候，
“网络滤镜”遮住的不仅是真
实，还有种种安全隐患。

今年1月，上海崇明区
曾发生过13位游人被困滩
涂的事件，其中大部分为大
学生。他们为了取景拍照，
从上海市区驾车前往崇明区
堡镇江边，其间深入滩涂，未
注意潮水上涨被困深水区。
当时江水持续上涨，情况十
分紧急，公安、海事、消防等
部门接到求助赶到现场时，
却发现滩涂地形复杂，巡逻
艇无法靠近营救，最终民警
联合消防救援人员从岸上搭
梯、牵绳才成功实施救援。

类似的事件，近年来屡
见不鲜。2022年8月，四川
彭州市“野生网红景点”龙漕
沟因为突发山洪，带走了7

条生命。2023年8月，四川
雅安市雨城区“鱼鳞坝”因为
上游涨水，造成涉水人员被
冲走，结果7人遇难……社
交媒介上的“仙境”“秘境”为
何频频成为夺命的险境、陷
阱？根本原因在于它们本就
不是景点，没有基本的安全
保障措施和安全管理制度，
无论软、硬件都根本不适合
向公众开放。

执着于寻找“野生景点”
或“宝藏景点”，可以视为对
同质化旅游路线的一种抵触、反弹，是对常规化“风
景名胜”审美疲劳之后的另辟蹊径，从情感上可以理
解。但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旅游与探险之间，隔着
专业的鸿沟。一切“野外探索”都要建立在对自身能
力正确评估的基础之上。

我们更要清醒地认识到，社交媒介上的热情分
享，背后大多有流量的裹挟：去个冷门地、拍出不一样
的风景、引起大众的惊叹与艳羡，就是置换流量的资
本，就会有人群起而效仿，最终导向竞相“争奇”的局
面。这时候，其他的一切都会被忽略甚至有意遮蔽。
以上海吴淞口灯塔为例。这个灯塔位于上海宝

山区吴淞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外的江边上，灯塔本
身是海事设备，唯一的通道是近2公里长的堤坝，还
会在涨潮时被潮水淹没，可以说险象环生。但在一
些社交平台上，它却被“种草”成为“超级出片”的小
众打卡“景点”。有博主甚至发布攻略详细讲解绕开
公园安全管理的方式，包括翻墙的地点、铁皮围墙被
扒开的角落，有的还特意在墙下堆放了废弃的共享
单车，方便踩着翻越围墙。这令公园管理方头痛不
已，不得不三天两头补围墙、修围挡、张贴警示标
语。但这依然没有挡住一些人的“探险”步伐。
时至今日，虽然网红“野生景点”一再酿祸，但挖

掘所谓宝藏景点、小众景点的热潮，依然在社交媒介
上此起彼伏，几乎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有新的“野生
景点”爆火，吸引一波又一波网友游客入局。这也充
分说明，“野生景点”的治理，除了需要政府部门想办
法，也需要互联网平台承担起社会责任和法律责任。
比如，根据目前的法律法规，平台对于危险行为

理应进行安全提示和内容审核，而且可以通过算法
机制，对相关内容不予推荐；也可以发挥信息反馈举
报机制，对虚假宣传、恶意引导的内容进行处理和标
注，对违规的博主进行提醒和处罚等。唯有通过多
方携手，源头治理，才能真正杜绝流量收割生命。

非常出片、无需门票、宝藏秘境、绝美之地……春暖花开之时适合外出
游玩，“野景点”最近成为公众热议话题。借助网络，一些未经开发、游离于
正常监管之外的“野景点”吸引了不少游客去探险、打卡。“不去会后悔，去
了更后悔”——有尝鲜归来者发出如此感叹。

日前，记者以“上海徒步”“野山徒步”“冷

门徒步”等关键词在网上检索，发现有大量野

游探险笔记、徒步路线分享。

一条关于“乌石古道徒步野游”的图片吸

引了记者的注意。随即，记者联系了图片中

联系人王队长。王队长称，他们每周都会组

织户外徒步爬山活动，大部分是江浙地区的

野山，费用在99元至159元不等，包括保险、

大巴车和领队。“现在，户外徒步、寻找野趣已

成风潮，非常受年轻人、亲子家庭的欢迎。每

次活动都有三四十人参与，经常因为报名者

多临时增加车辆。我们还会根据山路的长

短、难易度，对线路进行分级，满足更多热爱

户外运动人士的需求。”

在乌石古道中，有一片像海浪一样的石

英石，介于浙江省长兴县煤山镇尚儒村与江

苏省宜兴市湖父镇龙山村之间，海拔488米，

长约百米，乌石遍布，棱角分明，寸草不生……

因为这片巨石与周边山体紫砂土形成较大反

差，也成为不少徒步爱好者拍照打卡的网红

点位。

在互联网平台上，有博主分享道：“山间

野道湿滑，坡度较大”“山里岔路较多，注意沿

途做好标记，或者跟随徒步爱好者留下的彩

色飘带行走”“手机信号时断时续，建议结伴

同行”等。

记者注意到，王队长转发的徒步野游活

动页面有一些提示，如穿什么服装、带什么食

品等，还有注意事项和免责声明。免责声明

中特别提出，户外活动存在一定的危险性及

不确定因素，领队有权根据实际情况做出相

应的改变；参与者要注意安全，听从领队的安

排，不得擅自行动，否则后果自负。

在活动过程中，参与者对自身的安全负

责，发生意外事故，组织者及所有成员有义务

尽力救助，但不承担法律和经济责任，事故造

成的人身及财产损失通过意外保险进行理

赔。并特别标注：您一旦报名即表示本人已

知晓，理解并同意本免责声明所有条款。

“沿途的自然风景确实很优美，但是，走

六个多小时野路也是不小的考验。”曾经参加

过徒步野游的陆女士回忆道，山路非常湿滑，

她和队友都滑倒了。“体验一次就足够了，不

想拿生命安全开玩笑。”

跟风网上攻略追逐“小众迷人”，然而“不去会后悔，去了更后悔”

废旧建筑也成部分网友的

网红打卡点？在某网络平台上，

不少网友分享在各地废旧建筑

内拍摄的照片和攻略。

“在长兴岛上，一排废旧建

筑”“线索非常明显，要拍照的

赶紧去”……日前，有网友在

某网络平台上晒出一组老建

筑的照片，一排两层楼建筑，

破旧的窗帘、缺损的门窗、斑

驳的墙壁……这组照片吸引了

不少网友关注并点赞。

根据攻略显示的位置信息，

记者日前驱车来到位于长兴岛

前卫支路的点位，眼前是一片建

筑工地，尘土飞扬。“我们这个月

来拆旧房，已经拆迁了这片区域

的老房子，正在破碎大型建筑垃

圾，请行人不要在此停留。”建筑

工人李师傅提醒道。

无独有偶。在某网络平台，

多位网友分享了嘉定区某基地

的照片，园区内杂草丛生，破旧

的小车和楼房散落其间，并配

发文字：“这是我小时候玩过的

地方，最近几年，我去了五六

次，寻找自己童年的记忆。”随

后，不少网友进行了点评：“开

启回忆杀了”“最新情况，这里的

房屋已经拆完了，现在是建设工

地”……

落满灰尘的家具、发霉的墙

壁、剥落的墙纸为照片营造了一

些神秘色彩，吸引了不少网友的

点赞。记者调查发现，“探废”是

多家平台上的热词，有“废弃的

医院”“废弃的乐园”“废弃的厂

房”等目的地。不少网友会发布

自己“探废”照片，讲述自己“探

险”经历。也有不少网友隐藏了

拍摄地址，并留言提醒：“现场环

境差”“不建议单独前往”，而平

台上的图片也被打着“危险行

为”“请勿模仿”等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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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苇荡”“长江入海口”“氛围感极

强”“非常出片”……这几天，仍有数位网

友在互联网发布一艘轮船的照片。原来，

在崇明长兴岛潘圆公路海岸线附近，曾有

一艘搁浅的船舶吸引了不少网友赶去打

卡，被网友称为“大风刮来的网红打卡

点”。

受一次台风影响，这艘名为“鸿腾68”

货运海船被冲上了滩涂。因为外形酷似

搁浅在山东威海海域的巴拿马籍货船“布

鲁维斯号”，不少网友为这艘船起名为“上

海版布鲁维斯号”。今年2月开始，有关这

艘船的图片和视频陆续被发布，吸引许多

网友跟风打卡。

记者在潘圆公路附近的海岸线看到，

这里并没有开发成旅游景点，岸线设有一

米多高的水泥坝，每隔数百米就有“水深

危险”“禁止垂钓、嬉戏、游泳”等提示牌，

偶有行人路过拍照，很少在此停留。

居住在附近的村民介绍，一个月前，

很多人来附近拍照，有人以船只为背景，

也有人爬上货船……通过互联网平台，记

者找到相关照片和视频，有的是在滩涂周

围的丛生杂草中点燃篝火，有的是对着船

只燃放烟花，甚至有人拍摄船舱内部结

构，博取流量和关注。

据悉，根据潮汐规律，在本月中旬的

大潮汐期间，这艘搁浅船已经被拖离滩

涂。但是，仍有网友继续发布相关照片和

视频。如今，在社交平台上输入“长兴岛

废弃船”“上海布鲁维斯号”等关键词，网

友依然会看到大量打卡、拍照笔记，不少

还是“新鲜出炉”的照片。

白色圆柱形塔身、配红色塔顶，在烟

波浩瀚间分外明显……2023年11月份，

“非常出片”的吴淞口灯塔也成为某社交

平台上“网红打卡地”。有人将其视为“野

景点”，不惜翻墙、违规走上堤坝。对此，

“上海宝山”微信公众号第一时间提醒，吴

淞口灯塔并非对外开放的景点，在汛期涨

潮时十分危险，近2公里长的堤坝会被潮

水淹没。“游客可以漫步在上海吴淞炮台

湾国家湿地公园的沿江木栈道上，远眺这

座美丽的白色灯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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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热的“探险”背后暗藏安全风险，游客

遇险的事件屡有发生。

■     年6月，两名游客在去往贵州省

清镇市羊皮洞瀑布爬山途中摔下山崖，腿部

骨折，头部受伤。此前，还有一名女性在羊皮

洞景区因爬山不慎，崴伤脚踝无法行走，最后

是消防救援人员采取绳索固定、轮换背的方

式将被困人员救出。

■     年8月，在南京浦口区享堂水库，

一名  多岁的女子在水库玩桨板时不慎落水

身亡。享堂水库是众多网友打卡种草的野生

网红景点，多次登上相关社交平台的本地热

推榜，吸引不少人去划船、玩桨板。

■     年8月，四川省彭州市龙门山镇

龙漕沟突发山洪，在此游玩的游客被卷入山

洪， 人遇难。“避暑胜地”“网红打卡地”“小众

森林徒步秘境耍水好去处”，这些贴在龙漕沟

身上的标签，吸引了无数游客前往。然而，龙

漕沟是一个天然泄洪河道，并非正规景区，部

分河道沿岸有铁丝网阻隔，设有“禁止下河”

的警示牌。

■     年 月，一名  岁女性山友攀爬

箭扣长城附近野山时，不慎踏空摔下山崖，造

成腰椎、胸椎骨折，头部脚部等多处受伤。所

幸生命体征稳定，经  小时紧急援救成功下

山。箭扣的险，不在于难，在于它是一条风险

性极高的户外线路。另据北京红十字蓝天救

援队汇总，箭扣长城在北京户外事故频发地

中位列第一。

■     年8月，四川省雅安市一处被称

作鱼鳞坝的“网红打卡地”突遇河道涨水，多

人遇难。当地文旅局相关人员表示，涉事鱼

鳞坝不是一个旅游景点，而是水利治理设施，

不提倡下水玩，也从来没有作为旅游景点宣

传过。河道旁也有警示牌，写着“禁止下水”。

■     年  月 日，一名女童在浦东南

汇新城海滩游玩时失踪。据了解，事发的南

汇新城海滩并非开放的景点，是临港两大著

名“野海滩”之一。通往海滩大堤的道路被一

扇大铁门拦住，但一旁的小树林里却被部分

游客自行“开辟”出了一条小路。海水退潮

时，防波堤外就会露出一片滩涂，每逢周末和

节假日就会聚集不少人。虽然相关部门明令

禁止进入施工区域，却并不能阻挡市民游客

对于“赶海”的热情，“野海滩”成为了远近闻

名的“网红景点”。消防部门表示，“野海滩”

并不像看上去那样平静安全，其危险性往往

被严重低估。

“野景点”因景致独特，满足了大家追新

猎奇、不走寻常路、不扎堆的愿望，吸引不少

游客自发前往打卡，却存在诸多安全隐患。

“规范的旅游景区往往经过专业人士勘

察线路、管理措施配套保障，可以最大限度维

护游客安全和旅游体验。”华东师范大学商学

院会展经济管理系副教授张琰指出，部分旅

游博主从个人主观感受出发，往往展现“野生

景点”唯美的一面，置安全风险于不顾，甚至

缺乏必要的安全提示，更无法预计到大客流

情况下的安全隐患，对旅游者出行缺乏必要

的安全保障。

一些旅游博主为了流量价值，表达方式博

眼球、博出圈，“野景点”视频呈现未必客观，且

具有较强主观偏见，让好多打卡者发出“不去

会后悔，去了更后悔”的感慨。对此，网络平台

没办法进行甄别，在标准化评价机制缺位的情

况下，游客也要冷静、擦亮眼，不要被照“骗”。

“自身安全第一责任人是自己。”张琰呼

吁道，游客要提高安全意识，理性看待互联网

平台的攻略和帖子，不能一味按图索骥、盲目

跟风打卡；旅游博主也要守住“安全”“文明”

的底线，不为了一时的流量而开发一些存在

风险的“野生景点”“野生线路”。

“一旦发现某个区域突然人流激增，属地

部门要立即重视起来。”上海财经大学教授、

旅游管理博士生导师何建民表示，“野生景

点”所在区域的相关单位及部门应张贴、布置

相关安全提醒，加强安全巡逻，加装隔阻护

栏，制定安全管理措施，积极引导游客去正规

景点，也为突发情况做足准备。

多位专家均表示，“野景点”能成为网红

打卡地，离不开网络平台的传播和推广。对

此，互联网平台要尽到安全提醒和审核义务，

从源头制止那些存在风险行为的帖子上线，

并及时处理那些故意误导他人的博主账号。

延伸阅读

“野景点”多分布在山区、

林场、水库等偏远之地，场地未

经开发，缺乏各类基础设施及

安全保障，潜藏巨大安全隐

患。在网上发布未开发景点或

危险景点的不当游玩攻略，不

仅会给个人带来人身安全风

险，还可能损害公共秩序、造成

不良社会影响。

为了防范相关风险，今年1

月底，小红书官方账号“薯管

家”发布《关于上线“风险地点”

举报专线的公告》。公告中表

示，即日起，小红书App上线“风

险地点”举报专线，如用户发现

任何危险目的地、危险行为、不

当游玩攻略等内容，均可点击笔

记上方进入“举报入口”，选择举

报“风险地点”，平台在核实后会

快速处置。用户发现平台笔记

存在涉及前往未开发或高危景

点打卡、露营、探索等可能威胁

自身及他人安全的行为，均可

进行“风险地点”举报。举报成

功后，该笔记上方就会出现“该

地存在一定风险，请谨慎前往，

注意安全”等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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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观点

相关链接 悲剧敲响安全警钟

“野景点”需协同监管

■ 前卫支路网红旧建筑已被拆除 杨玉红 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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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年无人看管的景区竟成了网红打卡点 本报资料照片

■ 记者走访“网红点”，看到崇明
长兴岛潘圆公路海岸线岸堤上挂
着警示标志 杨玉红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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