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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规野外探险不可取
收费救援是代价更是警示

因穿越秦岭禁地“鳌太线”，失联10天的
18岁驴友日前被找到，身体有部分受伤，无生
命危险。此次救援，家属共支付了8万多元费
用。

不走寻常路，探寻人迹罕至之地，吸引了
众多追随者，也因此发生不少悲剧事件。2023
年7月，4人未经批准穿越若羌境内国家级野
骆驼自然保护区，私闯罗布泊无人区，最终不
幸遇难；2024年6月，两名驴友在浙江台州石
人峡横渡野外溪流，落水遇难；同年10月，两
名被困秦岭冰晶顶的徒步者因失温不幸遇
难。《2024年度中国户外探险事故报告》显示，
去年我国境内共发生户外探险事故335起，造
成84人死亡、92人受伤、11人失踪。一起起违
法探险、违规穿越事故，一个个鲜活生命逝
去，背后都写满侥幸与麻痹。

从救援角度看，一旦探险者遇险，有关部
门需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开展救援，造成公共
资源的极大浪费。就此而言，收费救援是违
规者应付出的代价，更是一种警醒。实践中，
救援成本往往由政府部门、景区和民间救援
力量共同承担。以民间公益救援组织为例，
一场救援下来，包括救援装备、车辆油耗维
修、队员保险等成本在内，是一笔不小的开
支。此前，还有救援队员因营救遇险者而遇
难的悲剧发生。

探险活动方兴未艾，但不能任由其野蛮
生长。有关方面应尽快完善有关法律法规，
明确组织者的资质要求和法律责任与义务，
明确户外探险行为的违法性质和情节严重的
认定标准，对违法或因管理不当引发事故的
情形进行追责、处罚，给任性的探险游客套上
法治“紧箍”，为生命安全保驾护航。此外，加
大执法力度，严惩违法违规行为，用刚性的法
律约束驴友任性行为，遏制住违法开展未开
发区域探险的冲动，对屡教不改、造成严重后
果的，纳入旅游不文明行为黑名单，发挥法律
的惩戒警示作用。

探险绝不能拿生命当儿戏。探险
旅游的专业性很强，广大游客要保
持审慎和理性，切勿轻易参与各类
探险活动，更不能无视相关法律规
定，任性踏足“野景点”、走未开
发路线。珍爱生命，敬畏自然，
这是一堂永不完结的必修课。
（潘铎印）

持续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
□ 过 勇

不久前，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
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中央纪委办公厅
对3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进行
通报，形成强有力的震慑，释放出整治形式主
义、持续为基层减负的鲜明信号。

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党中央态度
坚决、一以贯之不断向纵深推进。2024 年 8
月，中办、国办印发《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
负若干规定》，这是首次以党内法规形式制定
出台为基层减负的制度规范，以更加具体精
准的条文规定为整治形式主义提供了有力制
度支撑。

同月，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
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召开，充分释放出以改革精
神和严的要求持续推进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
减负的强烈信号。不仅如此，新修订的《中国
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也进行了新的规制，将“违反精文减会有关规
定搞文山会海”“在督查检查考核等工作中搞
层层加码、过度留痕，增加基层工作负担”等行
为纳入纪律处分范围。

在党中央坚强领导和科学部署下，各地认
真贯彻落实有关要求，不断因地制宜推出创新
举措，推动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落地见
效。

比如，甘肃省针对基层政务 APP 种类繁
多、功能重复、不切实际等“指尖上的形式主
义”问题开展专项整治，推动各部门对各类政

务APP、公众号、工作群、小程
序、微博等管理使用情况进行
自查自纠，政务 APP 和微信
工作群等得到最大程度精
简。浙江省宁波市针对基层

“滥挂牌”问题开展专项整治，
该市鄞州区纪委监委出台村
（社）机制牌子设立指南，全面
梳理村（社）工作准入事项。
湖南省开展为基层减负赋能
专项监督，在常德市汉寿县对
村（社区）工作中不合理证明
事项进行整治，督促县直有关
部门梳理明确乡镇权责事项，
制定出台指导目录，明确不应
由村级组织出具的证明事项 36 项，帮助全县
281 个村（社区）同比减少出具各类证明约 1.4
万次。

形式主义具有顽固性、反复性和隐蔽性。
为持续整治形式主义，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不断
强化监督和查处力度，纠治了一批文山会海、
检查考核过多过频等问题，同时，紧盯形式主
义新表现、新动向。二十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
公报也明确强调，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一严到底纠治“四风”，聚焦顶风违
纪、隐形变异、严重影响市场秩序、加重基
层负担等问题，强化监督、深化治理。

经过长期不懈努力，整治形式主义为

基层减负工作不断得到扎实落实。当然，我们
也要清醒看到，整治形式主义非一日之功，不
能懈怠、不能放松，必须将整治形式主义作为
重要政治任务，将《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
若干规定》作为必须严格遵守的铁规矩、硬杠
杠。聚焦形式主义突出问题和典型表现，持续
释放严的信号，同时抓好系统性整改整治，不
断发力、久久为功，真正让基层干部从一些无
谓的事务中解脱出来，有更多时间精力抓好落
实、服务群众、促进发展。

用更务实举措治理高额彩礼
□ 沈 峰

2月23日，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布，其中
明确提出推进农村高额彩礼问题综合治理，发
挥妇联、共青团等组织作用，加强对农村适婚
群体的公益性婚恋服务与关心关爱。

彩礼作为我国古代婚姻风俗“六礼”之一，
蕴含着男女双方及其家庭对婚姻的美好期许。

高额彩礼现象日益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从传统民俗演变成讲排场、拼面子的陋习，成
为众多青年成婚路上的“拦路虎”，不仅损害家
庭经济利益，还影响社会良好风气。

治理高额彩礼，事关公序良俗与社会文
明。我国民法典明确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
近年来，国家层面多次发文整治“高额彩礼”等
不正之风，国家和地方也开展了一系列治理行
动，推出诸多举措，对推动移风易俗、婚俗改革
起到积极作用。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提出
农村高额彩礼问题，凸显了整治这一问题的重
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这既是对民众内心期

盼的回应，也是推动乡村振兴、构建文明乡风
的有益举措。

治理高额彩礼并非一蹴而就，需综合施
策、稳步推进。落实相关文件精神，应重点从
以下几方面着力：加强宣传教育，通过典型示
范等方式，引导群众更新观念、抵制陋习。让
农民群众明白，高额彩礼并非婚姻必需，真正
的幸福应建立在相互尊重、理解与支持之上。
将移风易俗纳入乡村治理体系，发挥妇联、共
青团等组织作用，加强对农村适婚群体的公益
性婚恋服务与关心关爱。提供婚恋咨询、辅导
等服务，帮助农村青年树立正确婚恋观与家庭
观，从源头上减少高额彩礼现象。发挥村规民
约作用，引导群众自治。各地农村应结合实
际，制定完善村规民约，将抵制高额彩
礼、倡导婚事简办等内容纳入其中。通
过村民自治约束违规行为，表彰奖励遵
守规定、文明婚嫁的家庭，形成良好社会

风尚。
此外，要关注一些家庭的难点痛点，大力

发展农村经济、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解决他们
的后顾之忧。只有农民经济条件改善，才会更
多关注婚姻质量而非彩礼金额。

乡村振兴离不开精神文明的滋养。遏制
高额彩礼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长
期艰巨的工程，需拿出更多务实举措，促进观
念更新。各地要因地制宜，抓住关键，让抵制
高额彩礼成为常态。

全社会也需共同关注、形成合力，除陋习、
树新风，让抵制高额彩礼成为自觉行动，让婚
姻始于爱，彩礼归于礼，推动文明新风落地生
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