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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黄山风景区管委会获悉，有
偿救援将根据精准、合理、节俭原则，当
救援难度超出管委会现有能力时，应当
引入第三方救援力量实施救援。

有偿救援费用包含救援过程中产
生的劳务、院前救治、交通、意外保
险、后勤保障、引入第三方救援力量
等费用。其中，劳务费用是指非管委
会工作人员参加当次救援应予支付
的劳务报酬；院前救治费用是指对被

救援者实施救治，所产生的住院前医
疗费用；交通费用是指为保障救援需
要，进行运输产生的车辆、索道等费
用；意外保险是指为当次救援人员提
供意外伤害保障而购买的商业保险
费用；后勤保障费用是指为救援人员
提供后勤保障需要产生的食宿、物资
消耗等费用；第三方救援费用是指引
入第三方救援力量所产生的必要的、
合理的费用。

1 有偿救援费用包括哪些？
劳务、院前救治、交通、引入第三方救援力量等费用

黄山风景区公开征求意见：

擅入未开发地遇险 救援将收费
拒不支付将上“黑名单”；专家称要完善追偿预案

4月25日，黄山风景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发布公告，公开征求《黄山风景名胜区有偿救
援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意见。至此，一度
引发关注的黄山景区有偿救援计划拟将正式
落地。

黄山景区方面称，制定这一办法是为保障
景区资源安全和旅游者人身安全，“预防和制
止旅游者擅自进入未开发、未开放区域，维护
景区正常游览秩序，使旅游者在遇险时获得及
时有效救援，提高公共救援资源利用效率”。

记者注意到，根据这一原则，征求意见稿
从救援的定义、流程、费用承担情况等方面对
景区实施的救援作出规范。其中明确规定，旅
游者在黄山风景区内游览，陷入困顿或危险状
态，黄山风景区管委会应当组织实施救援。

征求意见稿中称，当旅游者不遵守黄山风
景区游览规定，擅自进入未开发、未开放区域
陷入困顿或危险状态，管委会在完成救援后，
由旅游活动组织者及被救助人承担相应救援
费用。在这一过程中，黄山风景区管委会承
诺，将坚持先救援后追偿、有偿救援与公共救
援相结合、教育与警示相结合三项原则。

记者从黄山风景区管委会获悉，经认定需
要实施有偿救援者，管委会将成立有偿救援工
作领导组，负责救援组织领导和费用审定。黄
山风景区管委会下设的综合执法局负责具体
实施，以及追偿救援费用。

承诺先救援后追偿

复旦学生黄山遇险

2010年12月12日，复旦大
学 18 名大学生在黄山风景区
探险时迷路。武警黄山支队经
过 11 个小时的搜救，于 12 月
13 日 9 时 30 分成功解救 18 名
大学生。在救援中，一公安民
警不幸牺牲。

青年逃票后被困

2016 年 7 月 10 日晚，一青
年进入黄山风景区尚未开发的
朱砂峰顶后被困。当晚，救援
人员进山遇阻，次日早上二度
进山救人。事后调查显示，被
困游客是逃票进山后在朱砂峰
顶迷路。

（王煜）

据《新京报》报道，对于“任性”旅行
者，黄山风景区或将不再提供免费救援
服务。

近日，黄山风景区管委会公开征求
《黄山风景名胜区有偿救援实施办法》
（征求意见稿）意见，拟对不遵守规定，擅
自进入未开发区域而涉险，并需要进行
救援的旅行者，收取相关费用。如被救
援者拒绝支付，将被纳入景区“黑名单”，
并进行依法追偿。

记者从黄山风景区管委会获悉，在
此之前，景区单项救援费用动辄百万，已
成为沉重负担。景区欲通过完善追偿制
度，对游客起到警示和震慑作用。

关于有偿救援的法律依据，黄山风景区管
委会法制办称，《旅游法》第八十二条规定，旅
游者在人身、财产安全遇有危险时，有权请求
旅游经营者、当地政府和相关机构进行及时救
助。“旅游者接受相关组织或者机构的救助后，
应当支付应由个人承担的费用。”

黄山风景区管委会法制办一名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征求意见稿于4月25日至5月 24
日公开征求意见，管委会也将吸纳意见和建
议。在完成公开征求意见、合法性审查、决定、
备案等程序后，《黄山风景名胜区有偿救援实
施办法》将正式落地实施。

黄山风景区党工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程
亚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黄山是典型的山
岳景区，有着山高谷深林密、地势险游道陡、
面积大游览线路长等特点。多年来，旅游者
擅闯未开放区域的情况时有发生。仅 2017
年，景区管委会就堵截、查处违规旅游者5批
109人次。

对此，黄山风景区紧急救援大队大队长蒋
文纲表示，在景区各类救援中，难度最大、风险
最高、成本最多的就是营救擅闯未开发区域的
涉险旅游者，景区动辄出动上百人的救援队
伍，单项花费在数十万元到上百万元不等，是
一笔沉重的经济负担。

蒋文纲称，出台有偿救援办法兼顾法律效
果和社会效果，通过完善追偿制度，明确依法
追偿概念，对部分“任性”旅游者起到震慑警示
作用。

救援成景区经济负担

2010年12月12日至13日，18名复旦驴友在黄山风景区探险时迷路，救援过程中，一营救民警牺牲。（资料图）

对于有偿救援费用追偿的实施程
序、异议解决和督促履行，征求意见稿中
明确，黄山风景区管委会在有偿救援结
束后15个工作日内完成对救援费用的审
议核定；20个工作日内向旅游活动组织
者及被救助人送达《支付有偿救援费用
通知书》，包括收费项目明细、付款期
限、付款方式、收款账号等信息。

旅游活动组织者及被救助人对有
偿救援费用有异议的，通过协商或司法
等途径解决。在收到《支付有偿救援费

用通知书》3个月内，既不提出异议，又
不支付有偿救援费用的，管委会将其纳
入不文明行为记录，依法追偿。对于

“黑名单”是否仅限于在黄山风景区内
实行还是扩大到旅游系统内，意见没有
最后明确。

黄山风景区管委会法制办一名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在支付有偿救援费用
后，涉事人员擅自进入未开发、未开放
区域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并未被免除，
将依然面临行政处罚。

3 有偿救援费用如何收取？
20日内送达通知书，拒不支付将依法追偿

按照黄山风景区管委会的说法，院
前救治、交通、意外保险、后勤保障、第三
方救援等费用的产生，应当同当次救援
活动具有因果关系。相关费用如果有核
定标准，按照标准执行；没有标准的情况
下，根据实际产生和消耗确定费用明细。

关于收费标准，黄山风景区管委会
称，救援人员的劳务费用将按照救援人
员工资和实际救援时间确定。工资标
准参照安徽省上一年度城镇非私营单
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予以确定，救援

时间根据实际发生的时间予以确定。
除此之外，在法定节假日开展救援的，
相关救援人员的劳务标准需按照法定
标准执行。

黄山风景区管委会称，对有偿救援
费用将开具票据，所收取费用归集到管
委会指定资金账户，实行专款专用。管
委会于每年第一季度将上一年度有偿
救援实施情况、费用收支情况等信息，
通过门户网站等途径对外公开发布，接
受社会监督。

2 救援收费按照什么标准？
根据实际消耗确定，将公开明细接受社会监督

华南理工大学政府绩效评
价中心主任郑方辉表示，黄山
探索有偿救援是一项值得肯定
的尝试，但在具体实行上，仍然
需要进行细化。例如，在救援
过程中，采用不同的救援设备，
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救援费用。

“在效果差异不大的情况下，具
体是用挖掘机，还是用直升机
救？如果事后因为救援方式产
生分歧，又应该如何厘清责
任？”

此外，游客遇险原因到底
是“任性”，还是存在客观原因，
在具体界定上往往比较复杂。
郑方辉表示，黄山景区应当通
过完善相关配套制度，避免负
面风险，对各种复杂情形做好
充分预案。

专家：

应对复杂情形
做好预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