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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发生后

在知情人眼中，12 岁少
年的父亲是当地骑行圈的

“网红”，平时喜欢在短视频
平台分享自己与孩子骑行
的视频。视频里，少年总是
身穿专业骑行服，弯腰抬头
目视前方。

据邻居回忆，少年大概
从去年开始接触骑车，已具
备一定的骑行经验。“平时
孩子都是跟爸爸一起骑，可
能是想让孩子锻炼一下，顺
便减减肥。”

父子俩喜欢早上骑车，
这也是多数骑行爱好者的
习惯。邻居曾遇到父子俩
凌晨 4 点多就推车出去。当
地曾与父子俩一起骑车的
一位骑行爱好者说，“骑行
团一般早上 5 点多或者 6 点
多开始骑，没有固定时间。”
而意外发生时，也是早上 6
点多。

有媒体报道，事发时骑
行团的速度一度达到 37 码
(每小时 37公里)。正在备赛
的业余赛骑行车手孙潇 (化
名)说，37码这个速度并不寻
常，“这对于成年人来说都
是一个非常快的速度。”多
数骑行爱好者的平均车速
都在 30 码上下，偶尔下坡时
才会超过 35码。

孙潇说，专业的公路车
骑行与日常出行骑车有很
大区别，要达到均速 37 码并

非单纯地使劲蹬脚踏板这么
简单。“因为专业的公路车车
身极轻，有些甚至不到 20 斤
重，所以一旦路上有个小坑、
压上小石子、甚至一阵横风
都极易引发翻车事故。要想
达到 37 码的均速，其实非常
考验车手控车技术，你要有
足够的体力对抗风阻，有足
够的力量对抗微小的车身失
衡，有足够的经验控制呼吸
频率，还要有极佳的心理素
质保持镇静。”

在一段骑行视频里，少
年或许感知到风险，曾对前
方领骑者大喊：“慢点！慢
点！”但这并没有阻止悲剧发
生。8月 11日早上 6点 12分
左右，悲剧瞬间发生。最终，
少年在送往医院的路上去
世。

据了解，事发路段是当
地骑行者的网红打卡地。一
位常年在事发路段骑行的人
士说，每天傍晚与清晨，河堤
上骑车的人总是络绎不绝，
汽车与电动自行车也会经
过。但是，当地村民和南后
台村村委会成员均表示，这
是一条尚未验收和正式通车
的道路。此外，8月 15日，事
发路段正在施工的路政工人
同样表示，这是一条尚未验
收的道路。

“这几年骑行团的安
全事故太多了”

中国警察网公布的视频
显示，一个千人骑行团在苏
州某公路上“自发组织公路
赛”，横冲直撞的骑行团，一
度造成交通混乱。据报道，
当天，涉事骑行团引发的大
小交通事故共十余起。当
地交警表示：“这么大的比
赛我们甚至都不知道。”

最终，这一违规上路的
骑行团被交管部门驱散。

来 自 山 东 的 骑 行 团 组
织者蔡飞(化名)表示，“这几
年骑行团的安全事故太多
了。”

“去年我曾经眼看着一
位骑友摔倒后，又接连绊倒
了后面的 4 辆公路车。”蔡飞
说，自己作为组织者，此后

许多天没再组织骑行活动。
蔡飞认为，一些骑友的速度
过快了。

来自北京的骑行团长沈
南 (化名)则表示，不止是速
度过快，一些骑行者还存在
随意竞速的现象。

“每次出发前都会在群
里发布安全提醒的提示，但
一上路，尤其是回来的路上，
总会有骑友互相攀比速度，
最终你追我赶地开始竞速。”
沈南说，在竞速过程中，有骑
友的平地速度甚至能超过
40码，一旦摔车就是重伤。

沈南团队的曾有团员因
为竞速摔车而骨折住院。“安
全事故发生后，团队内对于
竞速现象做了严格规定，现
在会安排一辆自行车在最前
方领骑，其他骑友不能超过
领骑。”

蔡飞同样为团队里不时
出现的竞速现象头疼。“热爱
骑车运动的一般都有好胜
心，竞速现象也由此催生。
但是，不顾路况、车况、队友
情况盲目竞速的，本质上仅
仅是有些人为寻找刺激感而
做出的不负责任的举动，代
表不了运动精神。”

专业骑行“不建议未
成年人参加”

悲剧发生后，未成年人
骑行的安全问题再次受到关
注。

自 2016 年上半年，孙潇
逐渐开始接触骑行团。他回
忆，自从接触骑行至今，看到
的未成年人参加专业骑行的
次数屈指可数。

“其实有个未成年人在
车队里不一定是好事。”孙潇
说，因为身体未发育完全，未
成年人骑行节奏与成年人有
所差别，有时全团都要照顾
一个未成年人，也会让骑行
者分心。

一 些 专 业 的 骑 行 团 在
召集活动时，还会特意提醒

“不建议未成年人参加”。
山东某骑行 团 一 位 团

长表示，自己曾听说过，有
骑行团因未成年人骑行者
发生事故。事情的起因是

团队中的未成年骑手因过
于 兴 奋 ，在 路 过 村 庄 道 路
时 候 未 减 速 ，与 胡 同 里 出
来的三轮车相撞。后面车
队 因 为 来 不 及 躲 闪 ，被 绊
倒了一片。“受伤最严重的
人摔断了肩胛骨，休息了几
个月。”

上述骑行团长认为，不
建议未成年人跟团骑行不
仅仅是技术原因，还有心理
素质的原因。“青少年心智
发育还不成熟，容易上头，
肾上腺素飙得比车速都快，
一旦控制不住就非常容易
酿成事故。”

安全意识亟须提高

2023 年 是 国 内 骑 行 运
动蓬勃发展的一年，孙潇注
意到，从这一年开始，骑行
群里的人明显变多了。

孙 潇 参 加 过 专 业 的 骑
行团，也参加过不是那么专
业的骑行团。对比两者，他
认为最大的区别就是：安全
意识。

“专业的骑行团会格外
注意车速和交通规则，遇到
有车友‘上头’竞技，便会提
醒对方慢点。在路线选择
上，专业骑行团会尽量选择
有非机动车道的路线，若看
到有人在机动车道骑行，也
会及时提醒。担任领队的
骑手还会根据前方路况打
手 势 ，控 制 队 伍 的 整 体 速
度。”孙潇说，与此相反，越
是不专业的骑行团，越不遵
守交通规则。

近几年，抱怨骑行团占
用机动车道的机动车车主
越来越多。有人据此认为，
现在的骑行团，与多年前占
道行走的“暴走团”没什么
两样，骑行团也因此成了许
多人口中的“暴骑团”。

除了占用机动车道，骑
行团在路上肆意竞速、随意
变道、任意闯红灯的现象也
时有发生。

在孙潇看来，近几年随
着骑行文化在国内兴起，越
来越多的人参与到了骑行
运动中，这本是好事，但参
与人数暴增的另一面是骑

行人员整体素质有所下
滑。“其实那些不遵守交
通规则的骑行团，大多是
由新手组成的。新手往
往容易追求高速状态下
肾上腺素飙升的感觉，一
旦摔过几次后，自然就学
会 了 敬 畏 速 度 ，敬 畏 规
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
路 交 通 安 全 法》明 确 规
定，非机动车上路行驶应
当遵守交通规则，不得有
危 害 交 通 安 全 的 行 为 。
然而，对于骑行团组织者
与参与者的法律责任界
定 模 糊 ，导 致 违 法 成 本
低，难以形成有效震慑。

广 东 法 制 盛 邦 律 师
事务所合伙人陈亮律师
表示，我国《道路交通安
全法》目前只有针对电动
自行车最高 15 公里的限
速，对于人力自行车限速
一直没有明确规定。关
于骑行团组织者，如果骑
行团出现事故，那么组织
者最多也只有在特定情
况下承担民事责任，比如
有证据证明组织骑行过
程中有明显逆行、超速等
过错。但是无论如何，组
织者不会承担刑事责任。

除此之外，我国对于
机动车与非机动车之间
的交通事故，往往会在一
定程度上减轻非机动车
的责任比例。“如果一起
交通事故责任比例划分
是主次责三七开，但肇事
双方是非机动车主责机
动车次责，那么最终责任
比例可能是四六开。”北
京市证信律师事务所律
师韩浪说。

山 东 一 名 交 通 法 专
家表示，不管是公共交通
规划变更还是相关法律
完善，都有其滞后性。“两
者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的动作，要确定两者的变
更是非偶发的、非小众的
普遍性需求之后，相关程
序才会启动，而这往往需
要一个过程。”

隋坤

“有骑友的平地速度甚至超过40码”——

当骑行团失速后当骑行团失速后
车流不息的马路上，一名身穿骑行服

的骑者忽然猛摔一下，随后停在后方一辆
正常行驶的机动车前方，距离车头仅有两
米左右。电光火石之间，后车一个紧急左
转，才没有让悲剧发生。

这是一名车主发布的，来自行车记录
仪的真实画面。

而河北日前发生的一起悲剧事件，再
次将“骑行团”推上风口浪尖。来自河北

的一名少年在随团骑行的过程中意外倒
在对向车道，与驶来的机动车发生碰撞，
悲剧发生在一瞬间。

悲剧背后，是在城市中日益受捧的
骑行运动，以及因此引发的关于安全性
的争议。在此之前，由于部分骑行团存
在占据机动车道骑行、随意违反交通规
则、危险竞速等问题，被一些人称为“暴
骑团”。

事发道路上设有限速15
公里的提示牌

适合成人的运动
不一定都适合孩子，更
不意味着安全可以抛
到一边。贸然让青少
年加入公路骑行队伍，
缺少安全防护措施，无
异于拿生命在冒险。

为什么一些家长、
机构甘冒风险，让未满
12 岁的青少年在公路
上骑自行车？答案很
明显。首先是因为麻
痹大意，轻视了公路骑
行的危险；也未曾对自
身和孩子的运动能力、
判断能力、反应能力进
行科学评估，因而盲目
作出相应的决定。

其次，是对法律法
规不够重视。要知道，
组织者允许未满 12岁
的孩子加入骑行队伍，
如果在线路选择、安全
保障等方面存在疏忽
或过错，导致孩子发生
意外，是需要承担连带
责任的。

另一个值得关注
的原因可能是赶潮流、
图新鲜。在社会氛围
烘托下，一些人把骑行
当成一件很酷的事，发
发朋友圈、晒个短视
频，却缺乏对骑行知识
的系统了解学习，更没
有带领孩子全面认识
这项运动，仅仅买辆车
就贸然加入。这些因
素都该引起重视。

追 风 少 年 ，安 全
是第一前提。解决这
一问题，首先家长和
孩子得绷紧脑中“安
全弦”，充分认识这项
热门运动背后的安全
隐患。

另 外 ，相 关 部 门
也要对组织不满 12周
岁的机构、团体等加
强监管，限制他们的
违法商业行为，防止
这些机构盲目鼓吹少
年骑行、亲子骑行。从
报道看，一些骑行社
团、户外组织等机构专
门开设“亲子骑行营”，
还有成人骑行营对儿
童“来者不拒”。这显
然应该引起有关部门
的关注，督促其不要触
碰“红线”。

同 时 ，学 校 、媒
体、交管部门等组织
和部门也有责任加强
宣传，让青少年充分
接触了解骑行安全知
识，让社会更全面地
认识骑行运动的优点
与风险。

不能对

“追风少年”

来者不拒
□苏月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