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一些野泳者聚集的
地方， 景区的工作人员看
到便会上前劝说对方上
岸， 城管队员在日常巡查
时发现野泳情况时也会上
前劝离。 但时常出现的尴
尬情况是， 等到工作人员
或城管队员离开后， 野泳
者照样会下水， 甚至有人
就是待在水中不愿出来，
面对这种情况， 无论是景
区的工作人员或是城管队
员也是拿对方没辙， 因为
无权将对方强制驱离。

君澜律师事务所律师
汪浩瀚也表示， 目前野泳
方面尚无全国性的法律法
规， 只有部分地区自己制
定的一些管理规定或条
例， 因此有关部门在处理
时往往只能以教育和劝导
为主， 对野泳者缺乏威慑
力； 而且在实际管理中又
牵涉到不同管理部门，需
要多个部门协同管理，“目
前尚未有任何法律法规明

文禁止野泳，这意味着，有
关部门只能劝导， 不能强
制上岸，更不能进行处罚，
而这也是管理方的尴尬之
处。 ”江南大学社会学教授
王君柏也提到了这个问
题， 就像公共场所禁止吸
烟，但没人处罚，禁烟标志
就形同虚设， 如果在管理
细节上严格要求， 效果就
会好很多， 比如有的地方
对乱吐口香糖者会进行处
罚，情况就会明显好转。 对
于野泳现象， 相关部门或
许可以听取各方意见，拿
出更为具体的措施， 让此
种情况得到改变。 此外，汪
浩瀚提到，游泳馆少、票价
偏高也是客观存在的问
题。

同时， 对于未成年人
来说， 家长更应该承担起
假期管教、约束的责任来，
避免未成年人私自下河游
泳。
（晚报记者 甄泽 /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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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高温温一一来来，，河河里里也也下下起起了了““饺饺子子””——————
禁禁而而难难止止的的野野泳泳

上周，本报报道了阳山一名小
伙野泳时溺亡的事故。 最近，也有
读者向本报热线反映，随着气温不
断上升，在无锡的一些河道内经常
可见野泳者，有的甚至是一家老小
集体出动， 存在不小的安全隐患。
一边是岸上显眼的警示牌，一边是
不时发生的悲惨事故，但野泳的现
象却“年年提醒，年年反复”。近日，
记者也对部分野泳者“青睐”的河
道进行了走访。

下午 6 时不到， 渔父岛西
堤便开始热闹起来，只见一辆辆
车载着人到此停下，从车上拿出
救生圈、水枪等玩具，一家人便
兴高采烈地向着河边走去。 还
有不少人则是从景区内出来，几
乎无一例外的，都是带着孩子，
身上也都是湿透的状态。 相比
于艳阳高照的下午，这个时间似
乎正是下水的好时间。

蠡湖边，在显眼处竖着“湖
底危险，严禁游泳”警示牌，整
个湖边同样的牌子好几块，与
之相对的则是水中扑腾的人
群。 在沿湖围着一圈渔网，渔
网内则还有一圈水葫芦，两者
一同构建了“防护网”，网内水
最深的地方大约到成人的腰

部，还有不少孩童戴着救生圈
在游泳， 粗略一数有上百人。
据一旁小店的店主介绍，目前
人其实不算多，等到气温再上
升一些， 来这里的人会更多：

“基本都是这个时间点来的，
人多的时候冰箱里的饮料都
来不及冰。 ”

从现场安保人员处也了解
到， 此处是允许游客下水的，
但是不允许游泳，“不要到网
外面去，容易出事。 ”安保人员
讲，此前湖边没有装网，不少
人就会往湖中央游去，还发生
过溺水事件，因此多年前便安
装了网，游客只可以在网内戏
水。 沿着河岸往前走，在河堤
的一角处，已经没有了渔网的

防护，不过依然还是有几名年
轻小伙在水中戏水，对于为何
不在规定区域内游玩，其中一
名小伙表示拦网处的水深对
于成人来说实在“不够用”，说
着还挥手让记者离开，防止被
安保人员发现。

随着环境整治力度的不断
加大，河道的水流明显变得干
净，无锡野泳“圣地”也多起来
了。 如九里河湿地公园、走马
塘河、新华河、宛山荡、阳山
湖、惠山新城中央公园、兴隆
路尽头太湖大堤、 渔父岛、蠡
湖水域地段等，以及一些风景
比较好、水域开阔的湿地公园
和湖泊，还有城乡结合部一些
容易下水的池塘。

在渔父岛，记者与几名家
长进行了交流，其中一名父亲
正在教小儿子学游泳，大儿子
则是在一旁自行扑腾，“大宝
就是在这里学的游泳， 等小宝
也学得差不多了再去游泳馆。 ”
该家长表示，自从入夏后，他们
便不时来此处玩水， 之前因为
梅雨中断了一阵， 现如今高温
天来临，正是玩水的好时候。 当
记者提出野外的水可能存在卫
生问题时，家长笑着说，蠡湖连
着太湖，属于活水，水质可能比
游泳池还好一些。

“这里免费， 而且水也不
深。 ”一名老伯带着自己的孙女
也在这里玩水，老伯讲，自己孩
子要上班， 因此每年暑假都是
自己和老伴带孩子， 但是孩子
白天要上各种培训班， 到了傍
晚就带出来玩玩：“游泳馆吃不
消的，一次三四十块，包月也要
二十来块钱，这里不要钱，而且
拦住的地方也不深， 不会出事
的。 ” 交谈中，也有家长表示知
道渔父岛曾有人野泳溺水，但
是自信会看好孩子不会出事。

兴隆路的尽头处便是太湖

大堤，一旁的湿地河道同样也是
野泳者的青睐之地，记者到达时
四五名小伙在水中赤膊嬉戏，岸
上还有两名女子在观看。 据岸上
的女子介绍，他们在附近的厂里工
作，但是附近没有游泳馆，而且
游一次要二三十块，所以就到湿
地来了。一名路过的老伯告诉记
者，这里时常有人来游泳，一般
是早上和晚上，而且不会有巡查
的城管队员来劝，一些附近的居
民也会来游泳， 不过老伯也表
示，这里水很深，还有水草、芦
苇，确实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梳理近些年发生的野泳
事故，可以发现出事的多为年
轻人和儿童，其中年轻人一般
都是会游泳的。

上周发生在阳山的野泳
事故中，下水的小伙也是会游
泳的，但是在游泳过程中突然
发生状况，等同伴发现不对劲
时已经不见了人影。 据新吴区
消防救援大队工作人员介绍，
他印象很深的是前两年，新华

路与锡山大道的人工湖内，几
名小伙下水游泳，其中一人被
湖底的渔网勾住无法挣脱，最
终不幸溺亡。 工作人员讲，越
是会游泳的人，越是喜欢去深
水区游泳，这就使得危险系数
大大增加。

工作人员介绍，一些河面
宽、水面平静，而且容易下水
的河流或者水塘是野泳者喜
爱的场所，但也是事故多发的

地段。 水面看起来很平静，恰
恰会麻痹野泳者的防范意识，
让他们对水的深浅、水流速度
以及水下淤泥、植被等产生错
误判断，极易发生意外。“水温
也是容易造成危险的一个方
面，我们都知道水面和水底温
度是不同的，但是野外因为日
照的关系，温差非常大，游泳
时很可能发生抽筋导致意
外。 ”

“一般溺水也就是十几
秒的事情， 溺水发生后就
是在和死神赛跑了。 ”蓝天
救援队的志愿者小方介
绍， 野泳不比在室内游泳
场所，没有救生员看着，一
旦发生意外， 经常得不到
及时救援， 加上野泳都是
在野外， 报警后救援人员
也无法立即赶到现场的。
因此野泳时发生溺水情
况， 如果身边的人无法及
时伸出援手， 危险系数就
很高。

不止对于溺水的人，
其实对于下水救援的人同
样存在不小的危险。 无锡
市消防救援支队水域救
援队队员徐超凡介绍，在
他们的训练中有一项名
为“活饵”训练 ，训练中，

救援人员抓着落水人员
的肩膀， 将其身体翻转，
这才搂住落水人员的肩
膀将其拖回岸边。 徐超凡
介绍，这样救人是为了避
免救援人员受到伤害 ，

“人落水后会下意识挣
扎 ，抓身边的东西 ，如果
救援人员被抓住，那么很
可能会发生意外，因此我
们都是要从背后抓住落
水人员，然后再示意后方
拉绳子的人可以拉了。 ”
据介绍，此前也发生过救
援人员被落水者踢打发
生意外的情况。

而对于溺水者来说，
保持冷静是获救最大的法
宝，尽可能将口、鼻露在水
面上， 提高自己获救的可
能性。

现场：岸上警示牌，水中“下饺子”

说法：游泳馆价高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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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溺水救援难度较大？

观点：多方面原因导致野泳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