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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步、登山、露营，不走寻常路、追求原生态野趣的户外运动
正在从小众逐渐走向大众，成为流行的游玩方式。

然而，不少新手盲目跟风，以为“来都来了”“有腿就行”而忽
略了户外运动的风险。浙江台州石人峡2名驴友横渡急流时不
幸遇难、25人徒步海南保亭吊罗山林区被困……遭遇意外、安
全事故时有发生，户外运动真的不需要门槛吗？如何规范户外
运动健康发展，让公众更好、更安全地享受户外？

盲目跟风暗藏风险盲目跟风暗藏风险

在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搜索“户外”“徒步”等关键字，不少
博主分享徒步美照和徒步路线，有的配文称“××山轻松拿捏”

“有腿就行”。一些网友被这些精彩照片吸引，跟风打卡，却忽略
了潜在风险。

不久前，户外爱好者安先生在北京郊区一山谷徒步时就遇
到了因迷路等待救援的一家人。“父母带着3个孩子只穿了短
袖，没有带登山杖，带的水也耗尽了，还赶上了雷雨天气，很容易
造成失温。”安先生告诉记者，这家人徒步前没有做充分准备，对
路线缺乏了解，没有带任何装备，又没有选择尽早原路返回的策
略，才不得不寻求救援。

记者搜索发现，该条徒步路线在社交媒体上热度较高，有超
过5800条相关内容，多为推荐该路线风景优美、对新手友好。

据了解，户外徒步路线多为未开发区域的“野景点”，不仅地
形地貌、气候都较为复杂，也缺乏相应的安全服务保障。据统
计，今年5月1日至6月中旬，北京消防共接报73起山岳救援警
情，其中门头沟区、海淀区、怀柔区等徒步登山热门地出现的警
情最多，报警原因多数是游客迷失方向需要救援。

“山野徒步不是体力好就行，发生危险多是源于没有做好准
备，缺乏经验。”安先生参与徒步运动两年来，每次出发前都会提
前下载好轨迹，了解距离、爬升高度等基本数据，并带好足够的
水、食物、药品、衣物、头灯等装备。

找到靠谱团队并不容易找到靠谱团队并不容易

既然新手缺乏经验，那么加入徒步团，跟着经验丰富者是不
是就安全了呢？

前段时间，徒步“小白”刘艳报名了北京的一个户外徒步
团。本以为是入门级的休闲路线，进山之后几乎都是河道、石子
路，以及需要徒手攀爬的悬崖峭壁。“由于领队带错路要原路返
回，本来不到10公里的路程最后走了20公里，还要摸黑爬过悬
崖，真是苦不堪言。”如今回想起来，刘艳仍有些后怕。

据业内人士介绍，目前常见的户外团大致分为自发组织、营
利组织两种模式。近来，由于费用较低、门槛不高，通过社交媒
体招募队员的AA团颇受欢迎。记者注意到，石人峡和吊罗山
林区两起事故，都是网络平台自发组织的AA团。石人峡环线
徒步的发起者自称“公益户外组织”，公告标明活动为AA约伴，
自愿参加，出发前标明“风险与责任自负”。

海南户外爱好者吴阳告诉记者，一些博主不仅没有相关的
从业资质和领队经验，还打着AA团的名义组织活动，从中赚取
差价或者吸引流量，“由于是自发组织，即使发生意外情况，重新
注册账号，换个马甲又可以卷土重来。”

此外，一些户外团为了拉人头，不仅没有对参与者进行筛
选，还在活动介绍中，把某些中级或者进阶难度的路线定位为初
级难度。

记者通过社交媒体的分享帖，加入了一个户外徒步群。群
主发布了“夜爬东灵山”的活动，路线难度显示：“初级，徒步10
公里，爬升 900 米”。记者以新手身份咨询该活动是否适合新
手，一名群友表示“新手还是看看其他初级路线”，群主则表示

“新手报名是没问题的。”
随后，该群友私信记者表示，东灵山海拔2000多米，新手白

天上去都有难度，夜爬就更危险了。对方还透露，自己在徒步路
上遇到过几个团，其专业水准参差不齐。

为户外运动系上为户外运动系上““安全绳安全绳””

“户外运动看似门槛很低，实则不然，户外领队更需要门槛。”
拥有中级户外指导员证的牧野是云南一名资深户外领队，他表示，
领队是户外运动中关键的一环，把每个人都安全地带回来是关键。

即使牧野带队一条成熟的徒步线路已有5年，但他仍然在
每次出发前看好天气，把路线复盘一遍。牧野表示，一个合格的
领队应具备风险评估和预判能力、沟通协调能力、突发事件应急
处理能力、基本的急救技能等，带队时，应频繁通联，时刻把控队
员的身体状况，让他们的活动范围在视线之内。

在牧野看来，需要规范化制度来提高领队及户外团队的准入
门槛，才能让更多户外爱好者更安全地享受户外运动带来的乐趣。

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休闲与旅游学院教授王法涛认为，山地
户外运动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喜欢，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健康意识的增强。此外，户外场域的可达性越来
越高、选择性越来越多，当户外运动从小众走向大众，参与者的
户外风险意识、户外知识和技能也应跟上。

在王法涛看来，不能一有事故就因噎废食，把户外运动的场
所一封了之，而是应该进行更广范围的户外教育，包括户外知
识、技能和风险管理。主管部门应加强对行业的监管，户外领队
必须接受户外知识技能培训并持证上岗。此外，要建立各级救
援体系，尤其是民间救援组织，他们不仅能救援，也能进行基层
的户外教育普及。

对于想要尝试户外运动的爱好者，牧野建议：“参加户外运
动一定备齐相应的装备，客观了解真实情况，不要被网络上的照
片迷惑，做到心中有数再出发。最重要的是，要敬畏自然，不要
盲目自信。” 本报综合消息

为了完成每天的跳绳任务，点开
一跳绳App，却不小心点到弹窗广告，
性感火辣的女主播摆出诱人的姿态，
画面露骨，还配有“附近美女火热直
播”等字样。上述画面猝不及防地出
现，广东的莫女士手忙脚乱地将手机
从女儿面前移开。

莫女士的女儿今年上小学一年
级，应学校老师暑假每天做适量运动
的要求，莫女士在手机上下载了一款
名为“××跳绳”的App，让孩子每天
在 App 上完成老师布置的任务并进
行打卡。通过 App 运动打卡本是好
事，但很快莫女士就发现了问题——
该跳绳App中广告无孔不入，几乎每
次完成一项锻炼任务都会跳出广告，
很多广告连大人都找不到关闭按钮，
稍有不注意，孩子就会点进广告，直
接跳转到外部软件。

“广告多也就算了，一些广告画
面不堪入目，根本不适合小孩子观
看。”莫女士说，该软件会在运动过程
中弹出小窗广告，大多是一些直播、
短视频App的链接，配图的直播画面
非常露骨，基本是一些穿着暴露、袒
胸露乳的美女主播，如果点击广告画
面，更是会直接跳转到直播平台，首
页推荐的直播间主播甚至比广告中
的更“性感”。

“据我了解，很多中小学生都使
用该App做运动打卡，这样的内容真
的可以让未成年人接触吗？”莫女士
不由发问。

如今，互联网在未成年人学习生
活中均发挥着不小的作用，不少中小

学生通过学习类、工具类App进行任
务打卡、资料查询、学习辅助、生活
记录等。然而，记者近日调查发现，
明明是面向未成年人的学习类、工具
类App，内容却“跑偏”了。一些学习
类、工具类App，不仅因为广告众多、
功能混乱等影响使用感，而且蕴含一
些色情、低俗等“擦边”内容，极易给
未成年人造成不良影响。

按照莫女士提供的线索，记者对
该跳绳App进行了下载，发现注册该
App后，软件会自动弹出让用户“添加
班级”的页面，显然该软件目标群体
就是学生。在社交平台中，不少家长
吐槽该App广告存在问题，不仅会自
动跳转至第三方低俗网站且无法关
闭，严重影响青少年使用及身心健
康。

近日，因为一款学习打卡App，天
津 一 小 学 生 家 长 史 女 士“ 被 气 到
了”。史女士说，该 App 中会弹出很
多“领红包”的广告，或者直接整个屏
幕都是红包雨，孩子不知道怎么关闭
广告，不小心点到屏幕就会跳转到其
他App或者跳转到一些App下载、充
值的界面。实际充值时“一点就通”，
没有任何确定或提示环节，史女士的
孩子就曾因误触广告被扣费 400 多
元。

河南的小马即将上高二，暑假期
间她经常通过线上自习室和好友连
麦学习。小马说，她身边不少同龄人
为了假期也能好好学习，都会使用线
上自习室。但在使用期间，她发现该
软件首页推荐内容开始“去学习化”，

渐渐多了很多晒偶像照片、求交友的
帖子，还出现了一些“游戏连麦”“红
娘连麦”。很多用户发的动态也不再
是学习心得和笔记，逐渐变成了秀身
材、秀颜值的“钓鱼帖”。

最让小马觉得糟心的经历是，她
在线上自习室与陌生人连麦学习时，
曾遭遇“变态”私信骚扰。小马说，
当时她在家里学习，穿着睡衣，被摄
像头拍入画面后有人发来私信，让她
把摄像头角度向下调，还说了“摸摸
大腿”“看看小妹妹”之类的话，对方
甚至调整角度将摄像头对准自己的
私密部位，吓得小马赶忙退出了连
麦。

据媒体报道，在一名为“××小
学学生”的学习 App 中，孩子们可以
通过完成任务获得一定的分数，分数
可以兑换虚拟货币，从而购买道具或
者饲养电子宠物来和同学进行 PK。
不仅如此，用户还可以直接在“商城”
中选择付费来购买游戏的道具。有
学生家长在孩子的要求下不到两个
月进行了 13 次购买，花了 1200 多
元。在另一名为“××作业”的公众
号中，专设有游戏版块，内含超百款
游戏，无需实名注册就能玩，此外，该
公众号还利用游戏引导中小学生进
行社交，包含大量性暗示、性诱惑的
内容。

2023年9月，国家网信办披露了
一起违法案件。某社交平台“小世
界”版块因存在大量色情等违法信
息，严重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被
国家网信办依法责令暂停信息更新
30日，没收违法所得并处100万元罚
款。从通报信息来看，该版块存在大
量色情引流信息，部分用户在评论区
诱导未成年人不良交友、实施性引
诱，招募未成年人进行游戏陪玩，危
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学习类、工具类App偏离主责主
业，传播打擦边球违规信息，这是中
央网信办“清朗·2024 年暑期未成年
人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明确点名
的突出问题之一。

受访专家一致认为，未成年人保
护法、《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网
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等法律法
规中，已明确禁止网络应用中出现危
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面向
中小学生的学习类、工具类App，应坚
守法律红线，杜绝色情、暴力、低俗等
不良信息的存在，无论这些内容是平
台自身发布的、使用者评论、分享的
或广告中存在的。

本报综合消息

“7 月 30 日，我用同城快递寄
了一个文件，寄件的时候快递员要
求我通过人脸识别验证身份，可下
单之前我明明做过实名认证了，为
什么还要再验证一遍？”近日，北京
市民钟女士向记者反映，自己在寄
快递时遇到了被要求人脸识别的
情况。进行人脸识别后，钟女士顺
利寄出了快递，但她越想越不对
劲，“寄个快递有必要录入人脸信
息吗？”

不止北京，近日，上海不少市
民在寄快递时也遇到了被要求“刷
脸”的事。记者采访发现，让消费
者感到疑惑的不仅是寄快递时需
要识别人脸，不同下单方式、不同
网点对于是否需要人脸识别，标准
并不统一，更是令人摸不着头脑。

“我到寄递点去，快递员要求
我进行人脸识别。约了上门取件，

却没有这样的要求，甚至可以留在
前台让快递员自行取走，那么人脸
识别到底是怎么回事？”常寄快递
的上海市民饶女士十分不解。市
民陈先生也有过在某快递网点寄
件时被要求人脸识别的经历，但后
来到另一处网点，却发现不需要这
些程序就能顺利寄出快递。

此前，酒店“刷脸”入住、景点
“刷脸”入园、小区“刷脸”进门等强
制获取个人信息的现象屡有发生，

“刷脸”场景无序扩张受到质疑。
上海市消保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人
脸数据属于个人独有的生物识别
信息，按照相关规定和要求，快递
公司核验寄件人身份信息无可厚
非，但是绝不能把人脸识别作为身
份核验的唯一方式，更不能以消费
者不识别人脸为由拒绝提供寄件
服务。

有消费者询问快递员为何要
“刷脸”，快递员表示：“现在管理变
严格了。”而据记者了解，近期，国
家邮政局等有关部门正在组织各
快递企业对实名收寄管理制度、实
名收寄整体流程、企业信息系统等
进行规范。对于初次在某快递企
业寄件的，需出示、查验、登记身份
信息；第二次寄件的，需查验身份
信息。而人脸识别技术作为身份
信息识别的辅助，目前正在试点应
用，不作强制性推荐。

上海七方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张睿表示，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
定，人脸信息属于法律所保护的个
人信息，处理应当遵循合法、正当、
必要原则，不得过度处理。采集寄
件人或收件人的人脸信息并非必
须，应有可替代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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