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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命按钮救命按钮””岂能成摆设岂能成摆设

本期热评 任翔宇任翔宇＞＞

有话直说 ＞＞ 老老 穆穆

但愿“有偿救援”能够遏制驴友任性冒险

近年来，我市深耕文旅消费赛道，全力
做好“文旅+”文章。位于古城西侧的户部
角文旅综合体项目是古城内的重点项目之
一，其中，《如梦大同》演艺项目将以行进
式、沉浸式实景演艺模式，打造出多空间、
多视角、多维度的文化视觉盛宴。（《大同晚
报》11月 13日）

实景演艺中，观众和演员置身同一场
景，参与到演艺环节中，沉浸在演艺故事
里，真实感受大同文化的魅力。在国内的
文旅行业，“为一场演出奔赴一座城”，正成
为年轻人旅游休闲的新宠，对于大同而言，
通过一场场、一系列带有浓郁大同文化背
景的实景演艺，让游客和观众获得关于这

座城市历史文化的别样理解，不仅能彰显
文旅的差异化、特色化，也是展示和传播城
市文化的一个窗口，通过这个窗口，可以让
更多人“看见”北魏，咏叹云冈。

未 来 文 旅 行 业 要 向 深 度 游 方 向 发
展 ，精 细 化 、体 验 化 是 一 座 旅 游 名 城 的
发展之道。实景演艺能让文旅丰富市民
和 游 客 的 夜 生 活 ，为 城 市 文 化 、经 济 和
旅游业带来新活力。大同去年已经推出

《天 下 大 同》大 型 沉 浸 式 实 景 演 艺 ，当 下
正 在 打 造 的《如 梦 大 同》演 艺 项 目 ，从 明
清 和 北 魏 的 不 同 历 史 时 期 解 读 城 市 文
化 ，通 过 歌 舞 史 诗 等 形 式 展 现 城 市 魅
力 ，成 为 吸 引 游 客 、传 播 文 化 、提 升 文 旅

体 验 的 重 要 手 段 ，必 将 在 激 活 文 旅 资 源
的同时注入更多文化内涵。

随着人们对旅游过程中的互动性和
参 与 性 要 求 不 断 提 高 ，实 景 演 出 也 通 过
科 技 赋 能 不 断 焕 新 ，增 强 了 游 客 的 沉 浸
式 体 验 。 要 保 持 和 提 升 观 众 新 鲜 感 ，就
要不断融入科技元素。大型实景演出将
越来越多地借助新兴技术，实现展示、演
艺 、交 互 三 方 面 相 结 合 ，让 观 众 全 方 位 、
低成本地获得更好观演体验。

从 这 个 角 度 说 ，《如 梦 大 同》演 艺 项
目将舞台表演区、观众欣赏线路以及 AB
线 路 转 换 进 行 订 制 化 设 计 ，也 让 大 同 的
实景演出在探索中逐渐形成行业标杆和

演 出 标 准 ，让 大 同 文 旅 的 演 艺 娱 乐 部 分
不 仅 有 本 土 特 色 的 数 来 宝 曲 艺 表 演 、结
合 文 物 古 建 的 代 王 府 演 出 ，还 有 灯 光 、
音 响 、投 影 、舞 美 俱 佳 ，打 造 出 多 空 间 、
多 视 角 、多 维 度 文 化 视 觉 盛 宴 的《如 梦
大同》。

深耕文旅消费赛道，围绕古城高质量
发展，实景演艺是我们守着原先“老宝贝”
的同时，正在孕育的新文旅热点。只要继
续在多元化业态培育上下功夫，全力做好

“文旅+”文章，实景演艺就能以优质内容
满足游客，实现观演体验和市场效益双丰
收，用舞台的力量擦亮历史文化名城“金
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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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捷互动立体权威

据媒体报道，近日，江西奉新县驴友
违规探险被困，5 名脱困驴友将依法承担
民事责任的 2万元救援费用。

这是江西省首次对违规探险造成公
共资源浪费行为进行追责。国内其他地
方或旅游景区，早有先例。

2018 年 9 月，四川四姑娘山景区就启
动“有偿救援”，凡擅自进入景区发生险情
需要救援的，或违规在景区登山、徒步、攀
岩等发生险情需要救援的，救援所产生的
费用需自行买单。

2018 年 7 月 1 日施行的《黄山风景名
胜区有偿救援实施办法》规定，旅游者不
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擅自进入未开发、未
开放区域陷入困顿或危险状态，属地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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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6 月，黄山市又出台《山岳型景
区有偿救援指导意见》。相比 2018 年由黄

山风景区管委会制定、仅限于黄山景区的
《实施办法》，《指导意见》由市文旅局、应
急局、司法局共同拟定，涵盖黄山市山岳
型景区，实施范围更广。

我国旅游法明确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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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 地 对 任 性 冒 险 驴 友 实 行“ 有 偿 救
援”，是因为驴友进入未开发、未开放区域
而遇险的事件和联合救援行动频频发生，
而任性驴友大都罔顾景区规定和相关提
示，我行我素。

据报道，此次江西奉新县 5 名驴友出
发前，民宿经营者已对其进行善意提醒，
可他们仍擅自闯入未经开发的山区，最终
因迷路而不得不向外界求救。好在当地
政府迅速响应，组织起多部门联合的数百
人救援队伍，历经 18 个小时的艰苦搜救，
终将失联驴友安全找回。

能够安全脱困，这些驴友是幸运的，
但在为他们有惊无险而庆幸的同时，我们
也应看到，这样的违规行为不但会给自身
带来生命危险，同时给政府给社会给他人
带来很多困扰。

一些驴友为图一时之快而陷入绝境，
却需动用公共资源救援，以身涉险造成较
高的救援成本，获救后“拍屁股走人”，显
然不合理。只有让涉事驴友承担一定的
救援成本，才会吸取教训，并能以儆效尤，
这合情合理、合法合规。

户外探险已经演变成一些驴友的冒
险游戏，他们不仅把自己的人身安全作
了赌注，在个人或小群体追求好玩和刺
激的同时，也给景区管理和公共安全添
乱添堵。对此，除了“有偿救援”“终身禁
入 ”等 约 束 措 施 ，还 应 在 道 义 、责 任 、制
度、规范等方面做深做细。驴友们则要
吸取教训，引以为戒，杜绝任性而为。

近日，平城区市场监管局发布告诫书，
提醒广大商户特别是校园周边的文体店、
小超市要守法经营，严禁向未成年人销售

“烟卡”。（《大同晚报》11月 13日）
有关未成年人该不该攒“烟卡”的话题

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热点，平城区市场监管
局发布的告诫书引来了许多家长的点赞。

所谓“烟卡”，就是从卷烟盒上剪下来
的烟标，再折叠制作成纸牌大小的卡牌，这
种小卡牌花色丰富、种类繁多，对未成年人
吸引力极强。而“烟卡”游戏，类似于过去
孩子们玩的“拍洋号”，通过拍打地面、桌面
制造气流，若成功让“烟卡”翻面，便能赢走
这张卡牌。

在几代人童年中人气颇高的游戏，如
今 却 和“ 香 烟 ”挂 上 了 钩 ，不 得 不 引 起 重
视。近年来，“烟卡”尤其受到了小学生的
喜爱，有的孩子为了收集“烟卡”，翻垃圾桶
找烟盒、向陌生人要烟盒，甚至到烟酒店购
买香烟……他们还会将“烟卡”划分三六九
等，对香烟品牌如数家珍。沉迷“烟卡”游
戏不仅会影响学习，而且“烟卡”上的图案
和标识，极易引发小学生对烟草的好奇，有
些小学生甚至开始模仿吸烟行为。

集体游戏是童年时光中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但当游戏跑偏变味，当孩子沉迷上瘾，
就该引起社会各界重视，适当介入势在必
行。目前，我市教育部门已开始采取措施，
许多学校一旦发现学生攒“烟卡”玩“烟卡”，
就会立即制止、当场没收。平城区市场监管
局发布告诫书，也为广大商户敲响了警钟，
严禁向未成年人销售“烟卡”及其他烟草制
品是社会的共同责任，每个人都应自觉坚守
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责任底线。

抵制“烟卡”游戏，不是把孩子们喜爱
的游戏一禁了之，而是引导更多人关注未
成年人的健康成长，真正走进孩子的内心、
了解孩子的渴望，明晰可为、不可为的界
限，让童年游戏有趣更有益。

莫让童年游戏莫让童年游戏
跑偏变味跑偏变味

有感而发 ＞＞ 魏冬妮魏冬妮

据央广网报道，不少公共场
所及新建小区的居民家中，都安
装了紧急呼叫按钮。这些按钮
虽然不起眼，但在关键时刻能救
命。然而，有的紧急呼叫按钮并
不好用，甚至沦为摆设，居民担
心一旦遇到紧急情况，恐怕会求
助无门。

部 分“ 救 命 按 钮 ”沦 为 摆
设，折射出公共安全体系存在
的短板。细究原因，有的厂商
在安装紧急呼叫按钮时草草应
付，未确认其有效性；有的运维
单位疏于检查和维护，设备失
灵也无人察觉；有的小区物业

不能保证随时有人在岗，导致
“按了没人接”……无论哪个环
节“拉胯”，一旦关键时刻“掉链
子”，轻则延误救援时机，重则
危及群众生命。

近 年 来 ，因“ 救 命 按 钮 ”失
灵酿成的安全事故并不少见，
责任链条上的各方应充分重视
起来，为相关设备进行一次“全
面体检”。

生命不是儿戏，只有让“救
命按钮”时时在线，让每一次求
助都得到有效回应，悲剧才能少
一些，再少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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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景演艺，用舞台擦亮名城“金名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