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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9月初，四名游客租了一辆越野车，前
往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境内的一处
冰川。按照导航指引，他们从一条偏僻小路驶
入无人区。行驶一段时间后，车辆被困，车轮
在原地打转溅出泥巴，发动机空转轰鸣……一
切都提醒这里是“无人、无路、无信号”的“生命
禁区”。

入夜后，气温骤降，荒滩空旷无人。经过
商量，大家决定在车上过夜。第二天一早，他
们带上水和干粮弃车徒步求救。此时，接到游
客亲友报警的当地警方组织队伍展开野外搜
救。所幸，晚上 10时许，在警方和民间救援队
的帮助下，四人在祁连山塔塔棱河附近区域成
功获救。

近年来，此类非法穿越无人区事件在一些
地区频频上演，有的甚至酿成悲剧。今年 7月
底，一支自驾车队未经批准穿越新疆若羌境内
国家级野骆驼自然保护区，遭遇车辆故障、高温
缺水双重困境，其中四名游客不幸遇难。

非法穿越无人区危险系数极高，为何一些
游客仍热衷于此？

海西州茫崖市公安局副局长彭连胜表示，
无人区近年来频现“穿越客”，主要有两种情况：

一是路况不熟不慎误入。一些游客使用提
前下载好的离线地图导航。离线地图往往无法
显示真实路况，一旦道路被沙子掩埋、大雨冲
断，游客容易迷路，误入无人区。

二是猎奇、虚荣心及侥幸心理作祟。一些
游客抱着“只要穿越了一次无人区，就足以成为
这辈子最值得讲述的经历”的心态，“头脑一热，
说走就走”，自驾或加入“驴友”组织的穿越活
动。

此外，一些自媒体在相关作品中夸大深山
峡谷等危险地带风景的壮美，掩饰、淡化潜在的
旅行风险，也在一定程度助长了无人区“穿越
热”。

记者调查发现，在社交平台上，以穿越无人

区为主题的短视频转评赞过万屡见不鲜。“事实
上，在无人区内，人们常常会遭遇缺氧、迷路、天
气恶劣乃至野生动物袭击的考验，而这些在镜
头中很少被呈现，令不少观众产生了‘无人区没
那么危险’的错觉。”彭连胜说。

近年来，可可西里、羌塘、罗布泊、阿尔金山
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及三江源国家公园成为热
门穿越区域。受访人士表示，盲目非法穿越无
人区，既是对自身安全的漠视，还可能破坏原本
就脆弱的生态环境，遇险救援也会造成社会资
源的浪费。

海西州大柴旦行委公安局副局长穆继东
说，高原地区气候多变，昼夜温差可达20摄氏度
以上，夜间容易让人出现失温状况。特别是遇
到陷车、迷路、沙尘暴等情况时，如果游客缺乏
应对极端天气和应急处置的常识和技能，会产
生恐慌情绪，有可能做出错误决定，将整个团队
指引到更危险的境地。

“游客常常高估自身的野外生存能力，低估
当地地形气候条件带来的危险，导致意外发
生。”穆继东说。

穆继东介绍，无人区多数区域无通信信号，
硬化公路覆盖率低，对汽车性能有较高要求。
同时，需要驾驶员具备较丰富的户外旅游经验，
能熟练使用户外专业地图。

值得关注的是，非法穿越、探索“秘境”会造
成生态环境的破坏。受访人士介绍，以罗布泊

保护区为例，这里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
物野生双峰驼的主要聚集地；野骆驼在产仔期
时，一旦有人或车辆等靠近，驼群会受到惊吓迅
速逃离，幼驼很可能因此掉队或被母骆驼遗弃，
威胁这一种群的繁衍延续。

此外，不同于传统的道路救援，野外救援对
专业程度要求更高，难度更大。

海西州蓝天应急救援中心理事长谢文淋介
绍，2021年10月，救援队接到指令，前往一处雅
丹地貌救援被困游客。寻找一整天，终于在傍
晚走到了GPS坐标显示直线距离7公里的地方；
由于被高耸的雅丹群阻挡，10辆车24名志愿者
走了近 10个小时才到。抵达过程中，救援车辆
也在沙漠盐泽中出现不同程度陷车，部分车辆
损坏。

“为了每一名群众的安全，我们都义无反顾
地去救援。但非法穿越无人区这种冲动、鲁莽
的行为，不仅危害自身安全，也是对公共资源的
浪费。”谢文淋说。

公安部门提示，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严
禁组织非法穿越活动。在未被划为自然保护区
的无人区，游客进入前需向当地公安、林草等部
门提出申请，取得相关许可后，在当地有专业资
质团队的伴行下方可进入，切勿盲目加入“驴
友”组织的穿越活动，或找寻“黑导游”闯入无人
区。

今年 8月，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公告，
严禁游客擅自进入无人区、未开放和未开发景
区开展探险、旅游等活动。

如何让无人区不再成为旅游监管“真空
区”？

受访人士认为，要对游客进行有效引导，对
为非法穿越者提供服务的个人及旅行社严肃追
责。

公安、应急、消防、生态等多部门要强化协
作监管，加强对无人区、未开放和未开发景区的
监管和执法，借助卫星遥感监测、无人机巡航等
科技手段，实现对保护区的全域监控。

此外，应进一步完善立法，加大对非法穿越
无人区的处罚力度；推广救援费用自理等措施，
提高非法穿越成本。

谢文淋还建议，加强宣传，全方位提高公众
对于穿越无人区的风险意识。在相关无人区穿
越的短视频醒目位置加注“危险行为 切勿模仿”

“生态脆弱加强保护”等宣传语。
（李宁 史卫燕）

记者日前从安徽省合肥市公安局反电诈中
心了解到，近期一种新型诈骗方式让不少人上
当。骗子利用部分用户对支付宝、微信等软件
上“百万保障”功能不了解，谎称“‘百万保障’功
能到期，不取消会自动扣款”，以此套取用户支
付信息或诱骗其转账。

10月 8日傍晚，合肥市公安局反电诈中心
接到市局110指挥调度中心推送的一起警情：当
地高新区居民朱某遭遇网络诈骗。诈骗电话
中，对方自称是保险客服，称其百万医疗保险即
将到期，如果不及时取消，每月将被强制扣除

2000元。起初朱某并不相信，然而在骗子引导
下，受害者发现其微信页面里确实存在百万保
险保单页面。随后，该“客服”以协助取消该保
险为由，让朱某下载一款网络会议软件，在共享
手机屏幕的情况下诱导朱某登录银行账户，套
取其账户密码、验证码等信息，进而转出70余万
元。万幸的是，反电诈中心联合110指挥调度中
心、银行等部门，成功在涉案一级账户止付全部
被骗资金。

据介绍，“百万保障”实际是微信和支付宝
等软件为用户支付账户提供的一项免费的保险

保障服务，即账户安全保险，当账户因被他人盗
用导致资金损失时，每年累计赔付金额最高可
到100万元。

对此，警方提醒：凡是以不关闭“百万保障”
业务会影响个人征信、按月扣费、影响理赔等为
由要求转账，或者要求下载未知手机软件开启
屏幕共享功能“协助指导操作”的，都是诈骗行
为。接到所谓客服的电话，一定提高警惕不要
轻信，有任何疑问可以向官方平台核实，或者咨
询反诈专线。 （陈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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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提示：警惕退订“百万保障”新骗局

多地频发非法穿越无人区事件：

“生命禁区”不是“猎奇专区”

2023 年 8 月 6 日，茫崖市公安局民警
正在铲沙，准备将陷入积沙的被困车辆拉
出来。（茫崖市公安局供图）

“探索秘境”“寻访冰川”“打卡无人

区”……随着近年来自驾游不断升温，一些游

客追求冒险刺激，前往青海、新疆、甘肃等地

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无人区，结果频频发生被

困甚至遇难事件。业内人士表示，“生命禁

区”不是“猎奇专区”，需加强对无人区非法穿

越的监管。

热度居高不下，危险频频出现

非法穿越存多重隐患

加强监管规范无人区穿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