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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团队订单排到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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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闲话

@城市之光：今天我看我朋友就在摘。
@仓央嘉措的诗：我有两个执念，捡菌子和赶海。
@Apple：云南老铁们捡菌吃菌是多少年锻炼出来的，外地人捡菌

可以，吃菌还需慎重分辨是否有毒。
@不懂：“红伞伞，白杆杆，吃完一起躺板板，躺板板，睡棺棺，然后

一起埋山山……”
@光之：下个月去云南避暑，有机会一定去尝试一下。
@御风而行：正在丽江，明天上午进山采菌子。
@眰恦_：本地人表示菌子要被捡完了，我捡啥？
@治林：鸡枞菌可遇不可求，我们贵州山里也多，印象中没捡到过

几次。
@孙丽莉：有可能人比菌子多。
@老菜农(皇甫天祥)：野生菌类味虽美，健康安全第一位！
@余生：云南人表示不敢吃太杂的菌子，即使都是能吃的也不敢。
@柠檬不萌：去昆明旅游想买点见手青回来吃，家里人说：不要买，

家里这边解毒的肯定没得昆明的专业……

“菇勇者”暑期涌入，旅行社定制路线抢人

去云南采菌子怎么突然火了？
暑期旅游持续升温，采蘑菇也悄然出圈。

“从小就喜欢把菌子轻轻从泥土中拔出来的感觉，这次终于得到了
满足。”来自深圳的紫宁告诉记者，自己刚在丽江参加了采菌团，“仅仅一
小时我们就采了满满一背篓的蘑菇，感觉很新奇。”

记者注意到，云南这个雨季，“沉浸式采蘑菇”成了不少旅行社以及
户外俱乐部的流量密码。不过，采蘑菇大军背后也有隐忧。记者采访了
解到，目前采菌团对游客采摘到的蘑菇处理并不相同。一家云南采菌团
的客服告诉记者，参加的游客可将菌子全部带走，但不建议食用。当记
者问及如果因食用中毒是否有保险理赔，该客服称没有。

曾被“沉浸式采蘑菇”视频种
草的紫宁，在丽江旅游时解锁了这
一体验。

“作为新手刚开始找菌子会有
些难度，但向导会告诉我们菌子生
长的地方。一般在松树林下或者
被叶子覆盖着，学会方法后很快就
上手了，在这个过程中也学到了不
少关于菌子的知识。”紫宁说。

采菌热同样烧到了四川。两
家户外俱乐部负责人告诉记者，7
月初推出采菌团活动后，已有多人
报名，热度较高。其中一家户外俱
乐部负责人黄女士眼中，在野外采
菌轻松解压，因此受到不少年轻人
的欢迎。

记者采访了解到，目前云南、
四川采菌团的组织者多为当地旅
行社或户外俱乐部，收费标准为每
人100元～200元不等，主打在徒
步、研学的过程中加入采菌玩法，
同时进行科普。不少活动称，可在
森林中体验野生菌采摘，了解野生
菌科普知识。

记者搜索看到，部分旅行社
宣称，“包山菌+专属捡菌领地+
专业领队，保证你能捡到菌子”

“捡到的全带走”。此外，有团队
称，独自开发私家线路，避开人
潮，且采菌团适合全年龄层，3岁～
70岁都能参与。

热河鸟户外工作室负责人飞
鸟告诉记者，6月―9月正是采摘新

鲜野生菌的最佳时期，“6月一共带
了70多个团，总共400多人，外地
游客占不少，7月更火热，目前已有
450多人参加了，预订排到了8月
上旬。”

随着暑期来临，采蘑菇大军正
在涌入。“大理试试实验室”负责人
黄豆告诉记者，“7月中到9月初基
本上每天都有一两个人订，95%都
是外地游客，大家对菌子都比较好
奇，无论是采摘还是品尝，都想去
体验一下。”

对于野外采菌热度上升，飞鸟
认为，“这几年户外徒步登山活动
很热，社交平台上也有很多人分享
采菌故事，吸引了游客前来体验，
还有很多家长趁着暑假带着孩子
来参加，让孩子了解自然和菌子的
知识。”

旅游掀起采菌热，旅行社和户
外俱乐部也卷了起来，在定制路线
之外拿出“独家”揽客。

据飞鸟介绍，目前团队有5个
领队，已开辟近10条采菌路线，有
部分为独家路线，“每块地域生长
的菌种不一样，每个菌种又有集中
的生长爆发期，所以我们会提前看
一下，如果今天这条路线菌子多，
我们明天就往这条路线规划。”

飞鸟称，采菌路线爬升高度在
200米以内，全程3公里～5公里，
时长3小时左右。“苍山植被分布
很广，我们会在采摘的过程中介绍
野生菌、蕨类植物、中草药材等方
面知识，比如我们会科普蘑菇的学
名、特性、是否有毒、能否食用等知
识。”

黄豆则告诉记者，目前，团队
开发了3条采菌路线，一条相对平
坦没有太多爬升，总长2公里，菌
子种类比较少，比较适合小朋友；

一条爬升相对多一些，菌子种类更
多，不过游客较多，有更多不确定
性；另一条则为独家开辟，整条路
线5公里。

采菌受宠，自然也让团队“丰
收”。飞鸟介绍，去年团队规模较
小，整个采菌季收入大约在20万
元，今年团队正式发展起来后，仅6
月收入就已近20万元，预计6月―
8月总收入最高能到40万元。黄
豆则表示，预计6月―8月该项目的
总收入最高能到12万元。

不过，采菌团也并非都如想
象中美好。有游客在社交平台上
吐槽称，领队不专业，在带团的过
程中并未进行科普和讲解，“出发
前不科普，我们看到一个问一个，
答案给的就是这个可以吃那个不
可以吃，而不是解释菌子是什
么。”还有游客表示，徒步捡菌山
路比较险峻，领队未提醒徒步注
意事项。

记者注意到，这股热潮背后，也
有毒蘑菇隐忧。

早在今年5月，云南省政府食品
安全办就发布了《关于野生菌中毒防
控预警的通告》，提示群众“不要随意
采摘、出售、购买、食用自己不熟悉的
野生菌，尤其是霉变或幼小难辨识的
野生菌。”

7月12日，云南镇沅一名女子上
山捡菌子时迷路走失引发关注，对
此，警方提示，进山有风险，捡菌需谨
慎。

飞鸟和黄豆告诉记者，参加采菌
团的游客会购买专门的户外保险，但
保险并不包含对食用野生蘑菇后中
毒的理赔。

飞鸟提到，手触蘑菇并不会中
毒，但要避开手与耳鼻喉眼的接触。
此外，游客采菌不要独自行动，且最
好选择具有资质的旅行社或专业户
外团队，以降低采菌过程中可能出现
的风险。

“野生菌我们不提倡食用，尤其
是有毒的蘑菇不会让客人带走，但无
毒蘑菇能捡到的机率很低。”飞鸟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游客采摘的毒
蘑菇最终会撒到草坪上或埋到土里，
腐烂后会重新变成养分，或是通过孢
子传播后重新生长。

黄豆同样不推荐将采到的菌子
带走食用，“能采到可食用的菌子很
少，一次可能就四五朵”，对于采到的
蘑菇，团队的处理方式是将其做成标
本处理，“我们会带着大家一起去做
标本，比如摆件、冰箱贴或者发卡，留
个纪念。”

江苏法德东恒律师事务所高级
合伙人蓝天彬律师表示，根据《旅游
法》，对于可能危及旅游者人身、财产
安全的情形，旅游经营者应当以明示
的方式事先向旅游者作出说明或者
警示。如果组织者和团队已经明确
提醒蘑菇可能有毒，那么顾客食用了
采摘回去的蘑菇并中毒的情形，这是
顾客明知有风险，还把自身置于风险
中，组织者不用承担责任。如果组织
者没有进行提醒，那么组织者要承担
相应的责任，“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
以及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来定责”。

（新京报）

55月月1313日日，，中国农业大学减脂课课间中国农业大学减脂课课间，，一名学生躺在垫子上休息一名学生躺在垫子上休息。。

独家定制路线揽客
“6月-8月总收入能到40万元”

小心毒蘑菇风险
户外保险不覆盖理赔

团队带领游客制作野生菌标本团队带领游客制作野生菌标本

游客采到的菌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