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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旅游热不断升温，越来越多的人不满足于游览名胜古迹、秀丽山川，而选择进行

一些危险并且鲜有人涉足的地区，以此满足自己所谓的“征服欲”。8 月 21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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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非法穿越可可西里无人区的现象屡禁不止，对当地生态安全造成严重威胁。

据相关新闻显示，有的“穿越者”开着重型汽车在草场上肆意耍酷玩漂移，有的打着观察

野生动物的旗号，对产仔期的藏羚羊进行近距离拍摄、触摸，严重干扰了这一物种的正常

交配和产羔。最令相关部门头疼的是，一些“穿越者”因为野外经验不足、对无人区情况

不熟，常常陷入极端险境，给当地造成巨大的救援压力。

非法穿越就是一种破坏自然生态的行为。青海是国家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是中国乃至

全球最珍贵的高山生物物种基因库，在自然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科学研究等方面

价值很高。但由于青藏高原的高寒地区特性，绝大部分地区气温低、日照多、蒸发量大，

这就导致植物和作物生长极其困难，青海也成为我国生态环境极为脆弱的地区。如果不能

对非法穿越者进行有效遏制，就会对当地自然环境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对整个生态环境

保护工作将是严重挑战。

我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禁止任何人进入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因

科学研究的需要，必须进入核心区从事科学研究观测、调查活动的，应当事先向自然保护

区管理机构提交申请和活动计划，并经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批准；其中，进入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核心区的，应当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有关自然保护区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虽然有法律明文规定，一些地方也有相关制度，但仍有一部分人心存侥幸，不惜冒着生命

危险，也要“勇闯”无人区。究其原因还是缺乏对大自然的敬畏，还有就是非法穿越违法

成本低、道德压力小等原因。

保护好青海生态环境，是我们的使命也是我们的责任。要想真正保护好无人区以及未

开放和未开发生态区，法律首先得硬起来，不仅要依法从经济上加大处罚力度，对于造成

严重破坏生态环境后果的行为还要追究法律责任。相关管理部门要加强对无人区以及未开

放和未开发生态区的监控和执法，借助卫星遥感监测、无人机等现代科技手段，实现对保

护区的全域监控，做到精准执法。除了日常巡视，对往来的游客还得进行引导和宣传。旅

游管理部门要积极作为，拿出“硬姿态”，对那些为非法穿越者提供服务的旅行社严肃问责，

严厉查办。各大短视频平台也要加强监管，对于一些追捧非法穿越的短视频及时叫停、督

促整改。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当人类友好保护自然时，自然的回报是慷慨的；

当人类粗暴掠夺自然时，自然的惩罚也是无情的。我们要深怀对自然的敬畏之心，尊重自

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恪守保护生态环境的底线，共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