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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探险协会官网显示，
中探协成立于1993年3月，曾
发起过“驼峰航线遗址考察”

“云南滇池二战军机打捞”“塔
克拉玛干大沙漠 N39 汽车越
野”等活动。

2021年 6月，中探协官网
发布的一篇名为《唤醒孩子
的探险精神，来这里开启一
场探索之旅》的文章显示，6
月 9日晚，中国探险协会联合
某国际学校在协会总部召开
青少年探险科考训练营家长
说明会，受邀嘉宾和不同学
龄的学生家长齐聚一堂，共
同探讨关于探险活动和留学
申请的问题。

该青少年探险科考训练
营，包含海洋、沙漠、高原、古迹
四个不同领域的项目。其中，
探秘腾格里青少年探险科考训
练营的内容包括，组建学生探
险科考队，探究腾格里的独特
秘密，深入沙漠绿洲，研究沙漠
里的生命奇迹。探险牛人带队
探险，课题研究员指导科研。

一场以科考为旨的探险
活动，最后竟闹出人命。这场

悲剧，到底是如何发生？谁又
该对此负责？

参与此次探险的学生说，
参加活动前主办方并没有要
求他们体检，也没有在北京集
中进行培训。郑晓身体出现
不适时，领队错误判断他还有
体力，可以坚持到中午的营
地。他认为，中探协准备不充
分，没有随队配医护人员，出事
后无法及时送医才导致目前的
结果。

该校家长委员会成员告诉
记者，此次活动开始前，中探协
曾告诉大家此次活动中将有多
名领队，且配有随行队医和卫
星电话，活动开展有专业性保
证。但出事当天，只有一名领
队带队出发。未见随行队医，
也没有卫星电话。

中探协工作人员回应称，
此次探险活动全程共计10天，
7月25日开始直至8月3号结
束。沙漠探险队伍配备的两名
随行教练均有野外急救资质，
获得过相关证书。根据教练的
描述，7月27日进入沙漠当天，
郑晓就不愿意继续往前走，同

行同学和教练一直对其进行鼓
励，郑晓在鼓励下也完成了每
天的里程。在此过程中，随队
教练每天也评估了他的身体状
况，确认可以继续进行活动。

“对于长期带队在沙漠徒
步的教练来说，队伍中有人中
途不愿意继续往前走的情况很
常见，尤其在青少年的项目里
头，因为本身这个项目就是活
动的核心内容，是想帮助孩子
战胜眼前的困难，战胜一些自
我意识层面上的东西。”该工作
人员表示。

该工作人员还表示，队伍
一直携带卫星电话。但因为卫
星电话不能在移动的过程中搜
星定位拨通，而当时司机已经
开车在往沙漠外赶路，就未在
赶路过程中使用卫星电话。

难以一致的说辞，已经无
法挽回郑晓的生命。这到底只
是一场意外，还是责任事故，还
有待警方的调查。

进入沙漠的青少年探险活
动，如果失去了绝对安全，它的
意义又在哪里？

（楚天都市报）

探险顾名思义即意味着有风险。既
然有风险，安全自然是首先必须要考虑的
问题。这对专业人士来说是如此，对于青
少年探险的实战训练，更应慎之又慎，因
为，他们不单是探险的“菜鸟”，还是心身
还未完全成熟的未成年人。

从报道可以复盘16岁孩子参加沙漠
探险到身亡的过程。过程中，虽然不乏

“意外”的因素，但更多的迹象显示，有其
内在的必然性。

首先是最直接的安全保障缺失，遇难
者在行进过程中多次晕倒，无非劳累与高
温所致，如果能够及时处置与救治，恐怕
不幸就不会发生；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训
练营既未配备专业的医务人员，也没有救
护车随行。

毫无疑问，在没有“急救”兜底的情况
下，当有人遭遇“意外”时，遇意外者必然
会极为脆弱。可以说，晕倒是“意外”，但
遇难就不是意外了。

其次，据营员回忆，参加活动前主办
方并没有要求他们体检，也没有在北京集
中进行培训。7月25日，参与活动的同学
从北京乘飞机抵达银川，27日正式进入沙
漠。这意味着，此次青少年沙漠探险，既
没有准入门槛，也不要求基础技能，而是
直接进入实景“实战”，这难免会无限放大
此次探险活动的内在风险。

以上所列缺陷，对于一般的组织来
说，或许可用缺少专业经验来归咎，但对
于探险协会这样的专业组织来说，显然无
法说得过去。专业组织却干了相当业余
的事，是什么让专业精神与专业严谨失
守，值得拷问。

相关报道显示，发生事故的项目与留
学申请挂钩起来，从中不难解读出商业功
利的意味——将严肃的探险变成“镀金”
游戏，导致了专业主旨的偏离，正如一些
参与的孩子所言，“参加就是为出国留学
加分，并不喜欢户外运动”。

探险推广离不开市场化运作，但也需
要在商业化与专业化之间找到平衡点，一
旦过度追求商业功利，便贻害不浅。白银
马拉松惨剧在前，可谓殷鉴不远，此次16
岁少年沙漠探险遇难，又再一次敲起了警
钟。 （羊城晚报）

16岁高中生身死腾格里沙漠探险
出事前4分钟身边无教练

这是一个由中国探险协会组
织，名为青少年腾格里沙漠探险的
项目。6天时间，参与者要背上超过
20公斤的物品，完成80公里的挑战
里程。

16岁少年郑晓（化名），与7名
同学从北京远赴银川，接受这场考
验体力耐力的挑战，目的是想对以
后的升学有帮助。没人想到，进入
沙漠的第三天中午，郑晓身体出现
异常。

车辆载着他疾驶53公里，试图
挽回一条生命，然而等到救护车到
来时，人已经没了。同行人员认为，
主办方明显准备不足。中探协却
称，随队教练有急救资质。

这场悲剧，始于中探协在
学校组织的一次宣讲。

出事前，郑晓是北京一所
外国语学校出国部的高一学
生。同学说，因为听了宣讲，学
生们才参与此次活动。

为什么要参加？一同参与
沙漠探险的一名学生告诉记
者，“参加就是为出国留学加
分”，是想对以后的升学有帮
助，包括郑晓在内，学校共有8
名学生参与这次沙漠探险。

7月 27日，队伍正式进入
沙漠，队伍共配有2名领队、2名
随队还有一名司机。每天白
天，除了中午最热的时段，其余
时间大家都在徒步，晚上就搭
帐篷休息。

对于活动强度，一名学生
说，“第一天还好，第二天觉得
强度有些大了。但不知道是不

是所有人都这么想。”
7月 29日出事这天，与前

面两天并无两样。
早上8点半，队伍从营地出

发。中途，一名领队鞋子坏了
暂时离开了队伍。其他人则继
续正常行进。

到中午，郑晓的身体突然
出现异常。大漠茫茫，等到下
午2点救护车抵达时，他已没有
了生命体征。

中探协工作人员说，全队8
个同学分为两组，4人一组。事
发前，有一组学生已经到达营
地。因为郑晓再次不愿意往前
走，和郑晓同组的同学也离开
他先行前往营地。一个教练一
直在原地劝郑晓，期间通过跟
他的交流，并测腋温判断他的
身体状况没有问题。教练给郑
晓喂了藿香正气丸，他并没

吃。给他喂水，他也偏头不喝。
当时，第二个教练已经在

来的路上，陪他的教练就离开
他去了前面的营地。离开的时
候，郑晓还靠着大背包坐着。

从第一个教练离开，到第
二个教练看到郑晓时，中间只
隔了4分钟。第二个教练从沙
丘上下来的时候，看到郑晓扶
额趴在沙上，将其翻过身来
时，发现仍有呼吸，但郑晓已
脸色发白，教练呼叫他姓名无
应答。

该工作人员说，发现郑晓
身体不适后，教练立即将其抬
上车由司机开车送出沙漠。快
开出沙漠时，采用手机拨通了
医院电话。最后，队伍车辆开
出53公里后在高速路上和救护
车会合。

然而这一切，为时已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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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事前的空白4分钟

谁该对悲剧负责

快评

探险培训岂是“速成游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