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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野泳为何禁而难止？连日来，本报记者实
地走访多个上海“野泳胜地”，发现无论是禁
止游泳的警示牌还是两米多高的铁丝网，都
阻止不了野泳爱好者的“勇敢”。

张家浜
标语说他的!我游我的
上周五下午 !时，前来张家浜游泳的人

群越聚越多。有两位已经游完上岸的青年男
子说，自己特地开车从浦西过来，三四米的水
深不算什么。

一位刚出水准备回家的大叔告诉记者：
“过几个小时就有年轻的爹妈带着小孩子过
来了。今天不是太热，热的时候人比这多得
多。”当问及有没有安全措施时，在场的市民
都表示问题可笑：“都是自己对自己负责，沉
下去没有人来捞你的。”
“我所知道的这么多年来，淹死在这条河

里的大人小孩不下三十个。”一位刘大叔轻描
淡写的一番话着实将人吓出一身冷汗。
记者在现场看到，尽管设立了警示牌，但

效果依然有限。张家浜主河道五十米左右一处

的“温馨提示标牌”上写着“水深危险，禁止游
泳”，不少标牌的字都被茂密的柳树条遮住了。
在游泳者最多的一段河道的两岸，都挂

着巨大的横幅“保护水环境，从我做起，请勿
下河游泳”。但现场野泳的人对此视而不见，
水岸上标语飘飘，水里面其乐融融水花四溅。
“标语是标语，他提倡他的，我们游我们

的。在河里游泳怎么不对了？几千年来我们老
祖宗不都是在这里游的？又能锻炼身体，又能
凉爽解暑。”谈到这些标牌刘大爷很不屑，“我
在这里游泳也有六七年了，退休了锻炼身体
多好。凌晨四点多都有人来游泳。不会有人管
的，我儿子倒总希望我去游泳馆，谁要去那种
又脏又挤的水池子里扑腾？”

新江湾城
"突围#两米高铁丝网
在杨浦区的野泳爱好者眼中，新江湾城

的这条生态河道简直就是不可多得的游泳好
去处。然而作为著名的“杀手河道”之一，近十
年来，新江湾城的这条河流吞噬了不下 !"条
生命。#""$年开始，新江湾城街道在七八月

份组织人员，对野泳者进行劝阻。为了根绝危
险，#%&!年，斥巨资在整个河流区域外围了
铁网的围栏，围栏有两米高，没有留任何入
口，还在顶部设置了尖锐的铁丝防止有人翻
入，不让任何人接近河流以保证安全。现在围
栏计划已经过去了一年，依然阻止不了游泳
爱好者的“热情”。
记者在现场看到，河道边一位大叔在河

岸边换好了衣服，面对铁丝网丝毫没有犹豫，
躬身翻过，一不小心身上的背心被铁丝刮破，
他也并没太在意，和河水中间的泳伴们打了
声招呼，迈着小碎步从河岸湿滑的斜坡趟进
水里。在靠近一座桥的一段铁丝护栏上，已经
有了大大小小的洞，方便翻护栏时候落脚。为
了安全，护栏上的一部分尖锐铁丝也被细心
的“游客”折弯了。

现场甚至有一些初中生模样的孩子，他
们是从一条铁丝网和地面的小缝中“钻”进来
的。钻进来时满身的灰尘泥土，都在河道湍急
的水流中洗掉了。而一些身形较大的野泳者，
翻过铁丝网时，铁丝网摇摇晃晃，令人心惊。
实习生 鹿子舟 史雪晨 本报记者 程绩

! ! ! !盛夏时节，游泳是不少市民最爱的消暑
项目，上海的不少人工湖泊、天然河道又“热
闹”起来。野泳虽开心，溺亡的危险却如影随
形。每年，野泳亡人的悲剧都会发生，而即便
岸边设置多个“禁止游泳”“请勿下水”的警示
牌，却总有人熟视无睹。昨天，市民潘先生致
电本报称，美兰湖每天都有数百名泳客下水，
一些小贩也嗅到了商机，在岸边租售游泳圈
和帐篷，逐渐形成了一条灰色“产业链”。

高峰时段泳客数百
昨天下午 '时，记者来到位于罗芬路附

近的美兰湖，作为一个大型户外公园，不少市
民游客在此游玩。美兰湖分为好几个区域，其
中靠近公园的一边为沙滩，游客能与湖水亲
密接触。在刺眼的阳光下，上百名游泳爱好者
在水里畅游，笑声、嬉戏声不绝于耳。
记者在一块“禁止游泳”的指示牌前看

到，湖里约有 '%多个玩水、游泳的儿童，大的
十来岁，小的只有一两岁，光着身子在水中扑
腾。这些孩子大多有家长看护，有的趴在游泳
圈上，还有的直接站在岸边的水中玩水。
沿着美兰湖朝另一侧走，一个中年人

正在训练一条泰迪犬游泳；几个白发老者
在教孙辈游泳手势该怎么做；靠近湖中央
的位置，还不时地有几个“艺高人胆大”的游
泳者练习跳水。记者粗略一数，整个湖中泳
客超过了百人。据一名泳客介绍，下午四五
时人更多。

岸边租售泳圈帐篷
与湖中的热闹相比，岸边草坪上则是另

一番情景。十多名小贩看中了此处的商机，牢
牢抢占了有利地形，将五颜六色的游泳圈、戏
水玩具、帐篷等一字儿排开，可租可售。记者
注意到，其中有一名“头脑灵活”的小贩，将帐
篷撑起来用作泳客的“更衣室”，“你买救生圈
就可以免费使用，否则我要收钱的。”这名小
贩告诉记者，暑假里，美兰湖边卖泳圈的生意
要好过一些正规泳池，这里是开放的公园，也
没人来驱赶，所以整个 $月份他都打算“驻
扎”此地了。而和他持一样想法的小贩不在少
数，因每天都在这里摆摊，大家基本已经确立
了各自的“地盘”。
果然，短短几分钟内，就有 !名带孩子来

游泳的家长，选购了 '个色彩鲜艳的救生圈，
两名年轻的妈妈一转身钻进入帐篷，换上了
泳衣出来，很快就投入了美兰湖的“怀抱”。
因泳客、小贩纷纷聚集在此，导致美兰湖

景区的沙滩和草坡上到处都是垃圾、包装纸
和纸巾，一些草坪被破坏，而走过一些区域还
能闻到阵阵恶臭。

野泳难管安全堪忧
然而，湖中野泳虽开心，但并不能让人都

放心。湖对岸是租借快艇的码头，人和快艇同
在一片区域中，相当危险。记者看到，几名游
到湖中央的泳客就险些撞上快艇。尽管岸边
醒目处拉着“禁止在湖中游泳”的横幅，草地
里也竖着多块“水深 (米，中心湖区深 )米”
的指示牌，广播里，“珍惜生命，劝君回头”的
滚动提醒更是响彻美兰湖的上空，但湖中的
泳客竟完全无视。
采访中，记者看到一名自发在湖边劝泳

客离开的老伯，但其“势单力薄”，家长大多对
他的提醒“一笑而过”。这位老伯自称姓陈，曾
在湖边目睹了不少危险。他说，上周有一名 '

岁的男孩，因母亲和朋友聊天，孩子自己玩水
滑倒跌入水中，呛了好几口水。“还有比较危
险的是，有些老人带好几个孩子来游泳，自己
一个人又看不过来。”陈老伯说，有一年，一名
男青年就溺亡在美兰湖中，但昔日的悲剧依
旧没能敲响这些野泳者的警钟。
就在记者离开时，两名身着制服的保安

走过，但对美兰湖中的场景见怪不怪：“开放
式公园人人都可以进，每年夏天都是这样，根
本管不过来！” 本报记者 左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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