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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里帐篷越来越多，安全隐患怎么解决？

为天幕风绳绑上醒目红丝带

| 发放红丝带，防止伤害风险

最近，走进共青森林公园的草坪会发现，几顶天幕的
风绳上悄然系上了一根根红丝带。这些红丝带随风轻轻飘
扬，提醒过往游客，尤其是奔跑撒欢的小孩子注意安全。
共青森林公园园长肖卫锋说：“最近我们采购了一批

红丝带，保安在巡逻过程中如果发现游客的天幕风绳没
有悬挂警示标志，会给游客发放红丝带。”
据了解，自 2021 年 7 月免费开放以来，共青森林公

园的游客量持续增长，尤其是今年春季，多个周末的客流
达到四五万人次，最高峰达到一天 9.5 万人次。
伴随着游客量增长，帐篷和天幕的数量也“水涨船

高”，以公园西大门草坪为主的几个帐篷区，经常不到中
午就已经被占满。公园方面曾经做过粗略统计，最多时一
天搭了 1100 顶帐篷，200-300 个天幕，相关安全隐患的
概率也由此增加。
记者注意到，草坪上的几十顶帐篷、天幕中，绝大部

分游客没有自行悬挂安全警示标志，但是有个别游客主
动挂了三角旗形状的警示标志。

| 越来越多公园加强管理

除了共青森林公园外，也有越来越多的公园意
识到风绳以及地钉带来的安全隐患。

昨天，世博文化公园宣布更新帐篷区
使用须知，明确了帐篷区可以搭

建的具体时间，其中特

别强调：在帐篷区搭设帐篷、天幕时，若需使用地钉，地钉
长度不可超过 20 厘米，且应打入地下不露头；风绳上应
悬挂安全警示标志，提醒他人引起注意，防止伤害风险。
世博文化公园相关人士介绍，公园已经准备了一些

风绳安全警示标志，接下去，保安会加强帐篷区的巡逻，
发现有地钉和风绳使用不符合须知内容的，会提醒游客。
世纪公园则早在 4月份就出台了《告市民游客书》，

专门对搭设帐篷、天幕露营带来的相关游园安全进行提
醒，告知市民。这份告知书中提到，帐篷需沿草坪周边区
域搭建，不使用地钉；草坪中间区域为游客公共活动区
域，请勿搭设帐篷；搭设帐篷时，固定绳索上须有醒目标
识，防止意外发生。
崇明新城公园和瀛洲公园也有规定，单个帐篷占地

面积不大于 5平方米，高度不超过 1.5 米，不得使用地钉
固定。

| 相关部门正酝酿进一步措施

据了解，因地钉、风绳引发的意外已经有发生。
有孩子在草坪上玩耍，正好有游客搭设的地钉没有

钉牢，从土里弹出来，弹到孩子额头上。有老人在草坪上
走路，没有留意到天幕的风绳，被绊倒受伤。
最近，记者前往奉贤一农场的露营烧烤基地参加活

动，现场搭建了十多个天幕，有些天幕互相之间挨得比较
紧，风绳就显得较为密集。每次进出天幕，记者都小心翼
翼，生怕被绊倒，同时也提醒孩子进出一定要留意脚下。
针对搭设帐篷、天幕露营带来的安全隐患，相关部门

已经出台规定，并正在研究实施细则。

去年 12 月，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发布了《上海市城
市公园帐篷区管理指引（试行）的通知》，其中规定了哪
些公园不宜设置帐篷区，以及可以设置帐篷区的公园，在
哪些区域、哪些情况下不宜设置帐篷区。
比如，历史名园、雕塑公园和纪念公园等专类公园、

口袋公园及有重点文物保护、面积较小、空间局促的公园
不宜设置帐篷区。
公园内的历史保护建筑、文物古迹、遗址遗迹、古树

名木、动物参观区等重要保护区域周边，以及公园内主要
游览线路、游客密集区域及游乐设施、高压线、河道泊湖
深水区等可能涉及安全隐患区域，不应设置帐篷区。
公园在建设改造养护期内不应设置帐篷区；公园帐

篷区举办展览活动等期间可临时取消或调整帐篷区。
在公园主入口、帐篷区周边设置告示牌，明确帐篷区

管理细则、开放时间、活动范围、咨询投诉渠道等内容。
前不久，市文化和旅游局也公示了《上海市帐篷露

营地管理指引（征求意见稿）》，其中也提到了相关安全
问题。
记者了解到，目前市相关部门以及设有帐篷区的公

园都在研究帐篷、天幕搭设及露营烧烤安全问题，包括建
议帐篷大小、间距、风绳和地钉合理使用，避免安全隐患。
“我们正在制定帐篷区管理规定，但真正执行还是要

靠游客自觉，共同履行安全责任，为自己，也为大家营
造安全的游园环境。”一名公园负责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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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去年下半年以来，以露营为代表的户外生活休闲方式持续火爆。 露营基地、公园里，放眼望去，都是帐篷和天幕。 然而，一个
小小的地钉、一根细细的天幕风绳却可能带来安全隐患，一不留神就可能被钉子戳到，被风绳绊倒。

近日，对游客搭建的天幕，风绳没有警示标志的，共青森林公园免费给风绳系上红丝带，世博文化公园等公园已更新帐篷区使
用须知，要求地钉不能露头、风绳应悬挂警示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