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樊大彧
5月22日，甘肃白银市举办

的黄河石林山地马拉松百公里
越野赛遭遇极端天气，多人死
伤。截至5月23日上午，参加百
公里越野赛172名参赛人员中
的151人确认安全，其中8人轻
伤在医院救治，情况稳定，另有
21名参赛人员找到时已失去生
命体征。甘肃省委省政府已成
立事件调查组，对事件原因进
行进一步深入调查。

黄河石林山地越野赛遭遇
冰雹、冻雨、大风灾害性天气，
气温骤降导致参赛人员出现身
体不适、失温等情况，最终酿成
一场巨大悲剧。在172人参加
的百公里越野赛中，竟然有超
过十分之一参赛者遇难，何其
惨痛。这场悲剧中的遇难者包
括多名国内越野跑顶尖选手，
这一重大安全事故，是中国山
地马拉松等极限运动的重大损
失，也令社会公众震惊。

此次事故是国内山地越野

等极限运动开展以来遇到的最
大一场灾难，导致灾难的直接
原因是极端天气引发的失温
症。据确认，环境温度、风力是
导致人体失温的主要因素，遇
难者均死于失温症。惨痛的事
故再次警示，当人体体温低于
35℃时，就可能发生失温，此时
必须立即处理，否则患者可能
有生命危险。

此次事件是一起因局部地
区天气突变而引发的公共安全
事件，但“百年不遇的暴雨狂
风”，不能成为这场比赛组织工
作存在明显失误的挡箭牌。

山地越野比赛是专业程度
要求极高的极限运动赛事，比
赛组织者理应做好包括应对极
端天气在内的各项安全保障工
作。据报道，这场比赛中的选
手多数身着短装且没有随身携
带冲锋衣等保暖装备，然而，在
此类赛事中，冲锋衣应该是运
动员必须携带的“强制装备”。
除了没有要求携带冲锋衣，目

前舆论对比赛组织工作的质疑
还包括赛事补给点设置是否合
理、终止比赛是否及时、应急预
案是否充分等。

尤其令人遗憾的是，警钟
已经连续敲响，但这场巨大悲
剧依然未能避免。就在5月6
日、7日，云南、甘肃分别发生了
两起越野极限挑战参赛者不幸
离世事件。两天时间，两则噩
耗，已将中国极限运动推到了
聚光灯下，舆论普遍质疑当前
越来越多的户外越野赛和挑
战赛到底有没有能力保障选
手的安全，还有舆论质疑举办
各种“最长最虐”极限赛事到
底是为了什么。然而，质疑还
未消散，警钟余音还在，更大
的悲剧还是发生了。

不能让山地马拉松、越野
等极限运动赛事继续“玩命”狂
奔下去了。近年来，我国越野
跑和户外挑战运动火爆，各类
赛事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跑
步圈里，关于跑步段位有一种

说法，认为“马拉松是开始，越
野跑是归宿”。同时，跑步圈还
存在一种错误认知，认为城市
马拉松跑多了，就自然可以参
加越野赛。于是我们看到，参
与越野跑的人数越来越多，但
安全观念却远没有跟上运动发
展的需要。而赛事组织者路线
规划和赛事管理能力参差不
齐，更是让本就具有相当难度
的比赛暗藏各种致命风险。

极限运动必须尊重生命。
随着山地马拉松等各种极限
运动兴起，人们走向荒野、纵
情山水，希望在大自然中探寻
生命的意义，而这种探寻本身
就源自于对生命的敬畏。鲜
活生命的逝去令人无比遗憾，
痛定思痛，中国越野跑和户外
挑战赛事的各方参与者，是时
候冷静下来了。放慢奔跑的脚
步，思考奔跑的意义，只有这样
才能找到安全的边界，消除各
种隐患，永远坚守对生命的
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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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电影每天封路11小时“戏”太过了

□ 守一
近日，有网友反映，某剧组

在江西婺源城区东门大桥附近
拍戏封路，导致部分前往学校
接孩子的家长不能通行，疑发
生争执。对此，新华社发文说，
此举不仅侵害群众利益，也涉
嫌违反法律规定。人民群众才
是生活的主角，剧组和相关管
理部门切不可忘记这一点。

从事后地方政府的回应
看，这次封路并非剧组私下所
为，而是经过地方相关部门允
许的。据当地城管局一位工作
人员介绍，实施交通管制是由
县委宣传部牵头，多部门配合
的。这也就是说，把锅都扣在

剧组头上，可能也不公平。我
们需要推敲的是，在看似程序
合法的前提下，这样的封路是
否正当。

众所周知，如今影视剧为
了增强表现力或者控制成本，
很多都是在现实情境拍摄，而
不是新搭、新建场景。所以在
拍摄时进行适当的交通管制和
清场，是不得已的做法。这在
全世界的影视行业，都是通行
做法。对拍电影封路一刀切地
反对，显然不现实。问题在于
把控好封路的尺度。

今年贺岁档的电影《唐人
街探案3》主要在日本拍摄，当
时东京秋叶原地区也为剧组实

行了封路。但这个封路是有严
格的时间限制，只有两天，每天
只有早晨6点到9点三个小时。
剧组工作人员接受采访时就说
过，时间非常紧张，多一分钟都
不行。

可是反观婺源这次封路，
从现场“通告”来看，封路也是
两天，但是每天从上午8时到下
午19时，长达11小时。其间机
动车不能通行，行人和非机动
车还要分时段通行。不得不
说，这对剧组未免太优待，而对
当地居民的出行权益未免太失
尊重。

这已经不是国内第一次出
现剧组封路引发争议了。从民

众的角度，日常的生活秩序突
遭干扰，心生抵触情绪很正常。
对地方政府来说，考虑利用剧
组提升知名度也无可厚非，重
要的是做好几方利益的平衡，
把封路的负面影响尽可能降
低，同时提前做好引导和说明
工作，相信民众能够理解和
配合。

从剧组的角度来看，也要
有起码的同理心，不能有戏就
任性，无限要求普通人为自己
让步。滥用封路，遭来非议，这
对正拍摄的影视剧也没好处。
毕竟，电影还是需要好人缘的。
如果还未拍完就因为封路遭人
讨厌，就难免令人遗憾。

学生买笔也上瘾？
盲盒经济当有界

□ 栗中西
盲盒风越刮越劲，已经

“刮”进了针对未成年人的文
具市场。

据报道，最近，线上线下
相继出现了文具盲盒销售
热：这些针对中小学生群体
的盲盒产品，以不确定性为
卖点，印着“打开有惊喜”“内
含隐藏款”等字眼，引导学生
购买，有学生甚至不惜为此
向同学借钱。

手办盲盒、口红盲盒、宠
物盲盒、文具盲盒……席卷
过少男少女之后，盲盒经济
终于还是向未成年群体的钱
包下手了。

事实上，文具盲盒的营
销方式，表面上看只是一种
加价幅度不大又颇具趣味性
的创意，实际上却是套路满
满。其根本动机是通过让小
消费者们“上瘾”的方式，无
节制地购买，从而获得源源
不断的销量和利润。

刺激重复购买，本身就
带有赌的成分。一支两三元
的中性笔，穿上些花里胡哨
的包装，辅之以普通款和隐
藏款的“盲盒”概念，就可以
卖到五六元。这个溢价的基
础是什么？就是购买者开出
隐藏款的中奖感、刺激感。
刺激之下，多买求中，与买彩
票、抽奖营销已经很相似了。

文具盲盒更特殊。普通
的手办盲盒，可能还具有二
次流通价值，而文具盲盒的
商品就是个工具，完全没有
投资价值，多买多浪费。更
为关键的是，其面向的是缺
乏判断力和自制力的未成年
人，一旦流行起来，造成普遍
的超需消费和攀比炫耀，势
必会误导孩子们的金钱观、
消 费 观 ，影 响 他 们 的 身 心
健康。

盲盒经济当有边界。目
前尚未有针对盲盒模式的法
律法规，但这股风气已经“肉
眼可见”地带来了不少负面
影响。比如，视动物生命为
草芥的宠物盲盒，还有这个
让未成年人“买笔上瘾”的文
具盲盒，就值得监管方面多
加注意。

据报道，广州市场监管
局、教育局已经联合下发通
知，重点对该市各中小学、幼
儿园周边的文具盲盒销售开
展专项整治。这值得点赞。
但与此同时，更长远、更高层
面 的 法 律 规 制 ，也 应 及 时
介入。

此外，社会财富在增加，
孩子们的“小钱包”越来越
鼓，对金钱的支配能力随之
增强。家长们“给钱花”的同
时，也要注意引导孩子们“怎
么花”。沉迷几块钱的文具
盲盒看上去事小，却可能让
孩子们陷入盲目攀比的不良
风气之中。

日常的家庭教育从点滴
做起，才能提防有心之人用
对成年人世界的“1:1复制”，
把未成年人带着跑偏了。

随着人们对健康饮食的日益重视，果汁成为很多消费者
心目中的健康饮食。记者走访北京的多家超市发现，

“100%”几乎是果汁货架上各种产品“必备标识”。但事实
上，这些“100%”背后的含义并不相同，其中有所谓的“鲜榨
果汁”，但数量更多的则是复原果汁。 据《北京青年报》

果汁号称百分百，概念模糊难分开。
鲜榨未必更健康，新鲜水果来替代。

对地方政府来说，考虑利用剧组提升知名度无可厚非，重要的是做好几方利益的平衡，把封
路的负面影响尽可能降低，同时提前做好引导和说明工作，相信民众能够理解和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