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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新 动 态
“天津跳水大爷”

决定退出狮子林桥跳水

1
质疑大爷→理解大爷→成为大爷

“生存1分钟、快乐60秒！”
一场没有互动的跳水，是激不起水

花的。新晋网红大爷们没有一个是社
恐。跳水前，必须来上一段单口相声、激
情演讲，鼓励年轻人要“努力工作”“为国
争光”，然后再“噗通”跳下河去。

“嚯！”水花越大，欢呼声还越猛烈。
火于大爷，却不止于大爷。
在这些热传的视频后面，网友踊跃发

言。有一条高赞评论写的是：质疑大爷，
理解大爷，成为大爷。大姨们、小伙们也
纷纷表示，一定要找机会来现场跳一次。

年轻人真的来了，外国友人也来了，
甚至奥运冠军何冲都来了。有网友调
侃，这下压力全到了全红婵这边。

和“淄博烧烤”、贵州“村超”一样，
“天津大爷”跳水，也给当地带来可观流
量。许多人为跳水技艺折服，甚至舟车
劳顿来现场助威，感受这份欢乐，感受这
份“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独特氛围。

这说明，好情绪、好态度是可以传递
的，是相当有感染力的。“天津大爷”展现
的乐观生活态度，网友们积极正向的热
情反馈，值得叫好！

2
叫好之余，还是要提个醒

无论如何，生命高于天。
我们不能在一片片叫好声中，忽略

了一个关键问题——生命安全。
专业人士指出，从高处跳水，入水瞬

间时速可达数十公里，会产生剧烈的撞
击感。狮子林桥桥面到水面有7米左右，
安全风险不容小视。

那些常年在狮子林桥跳水的“天津大
爷”，早就百“炼”成钢，成了经验丰富的

“专业人士”。如果是没有经过专业训练
的“初生牛犊”，就很难控制好入水姿态。

据媒体报道，当地蓝天救援队近日就
救起10多名跳水群众，有7人疑因水的冲击
力大没反应过来，导致呛水昏迷。有5人疑
因河水较深并且水中温差较大导致溺水。

其实，天津市早就出台过禁止在海
河游泳、跳水的相关规定，最新的《天津
市水上治安管理规定》明确，严禁在禁止
游泳的水域内跳水、游泳。在狮子林桥
等地，“禁止跳水”“禁止游泳”等标牌也
随处可见。

更需要注意的是，随着“天津大爷”跳
水在网上走红，不少“网红”也瞄上了这波
流量。他们来到天津，自己不跳，但鼓动
其他人跳，以便做直播和拍短视频。这种

“拱火”，无疑放大了跳水的安全风险。
从这个角度说，“天津大爷”跳水的

惊险表演、幽默风趣、乐观态度等虽然值
得叫好，但考虑到有安全风险又违反规
定，这个“好”又不能随便叫。

3
疏堵结合是破题关键

在不该跳水的地方，个别人违规跳
水，其负面效果尚可控制。一旦演化为
群体行为，甚至成为时髦潮流，就会对社
会治理形成挑战。如果管理不能及时跟
上，很可能会形成“破窗效应”。

所幸，当地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最近几天，狮子林桥周边，有关部门

增加部署了警力、志愿者、水上救援力
量，保障现场秩序和安全。

以“老镰刀”为代表的网红大爷们也
没闲着。据说他们现在都没空跳水了，
在现场当起了“官方”志愿者，维持秩序，
积极劝导。

但这些临时性的补救措施，只能化
解部分风险，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跳
水违规的一面以及相关风险，已经昭然
于公众面前。是继续熟视无睹，继续违
规下去？还是让违规者收起业余爱好，
从此不跳了？

这两个选项，至少目前来看，都不是
最佳选择。疏堵结合、加强引导，恐怕才
是破题的关键。

在“泉城”济南，在名泉里游泳也是
明文禁止。作为一些市民的传统爱好，
这种行为也曾屡禁不止。后来，当地将
天然泉水引入游泳池，建了泉水浴场，大
家既可享受泉水之乐，又免除了违规之
虞，受到各方欢迎。

济南的做法，值得借鉴。

4
要抓紧补上落下的功课

其实，“天津大爷”跳水，一开始就是
一群退休老人的特殊爱好。这种爱好，
与其他城市的“公园野游”“公路暴走”

“广场舞”并没有更多不同。只是跳水活
动，多了一些技术含量，难免让围观的年
轻人羡慕崇拜。

我国已进入老龄社会。老年人对运
动场地的总数量，以及运动形态的多样
性，都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显然，我
们的社会还没做好充分准备。

近些年来，一些地方不时曝出有关
“大爷大妈”的种种刺眼新闻。譬如，“暴
走团”抢占机动车道，“广场舞”高分贝音
响扰民，城市河湖“野游”事故频发等等，
就是这种矛盾的体现。

面对老年人多量化、多样化的运动
需求，提供更多场地、更多器材、更多
形态，整个社会落下了不少功课，亟需
补上。

抓紧补上落下的功课，别让老年人
正常的业余爱好，在网络的助力下“虚
火”蔓延，传播放大它不和谐的一面。这
样的流量，不仅无助于当地旅游业，还可
能成为当地发展的羁绊。

据新华社

最近的天津，你不跳个水，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天津人。
在欢快的天津快板背景音乐中，天津大（bai）爷（bai）纵身一跃，从狮子林

桥上一头扎进海河……天津跳水真的火了，火到有人开玩笑说“每天有1亿人
到天津”。

不少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围观叫好，有的干脆加入跳水大军，甚至其他
的一些城市也开始跟风效仿。一方面是网上如火如荼的跳水视频“破圈”
疯传，另一方面也要指出，按天津市的有关规定，这个水域是禁止跳水和游
泳的。

不禁要问，这个“好”，到底该怎么叫？毕竟，每个人都发自心底地希望这
份热情和快乐，能够长久地传递下去。

“天津大爷”跳水
这个“好”该怎么叫？

9月6日，天津狮子林桥跳水队发出
一份倡议书，大爷们决定退出狮子林桥

“跳水”。他们在倡议书中表示：“狮子林
桥跳水队最早是由天津本地游泳爱好者
组成，年轻时就在海河里游泳，后来水性
特别好的开始尝试跳水。大家平均年龄
60多岁，到现在跳了有30多年了，跳水
也让大家强身健体，乐在其中。没想到
这一‘火’，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汇聚到

此。跳水的人太多，有些朋友没有经过
准备和训练，出现了危险和隐患，给救援
工作增加了难度。”

大爷们表示，狮子林桥“跳水”的平
台是海河景观灯设施，工作人员在日常
的巡查检查中发现平台下支撑角钢锈蚀
严重，存在安全隐患，不具备跳水条件。
因此，大家商议决定退出狮子林桥跳水。

据津云微信公众号

近期，“天津大爷”海河跳水火爆出
圈，被戏称为“8A级景点”，越来越多的
人前往狮子林桥体验跳水。对此，天津
市游泳运动协会、天津市健康教育协会6
日联合发出倡议称，跳水运动具有相当
的专业性和危险性，不要因“野跳”造成
安全事故和身体损伤。

倡议书说，狮子林桥跳水火爆，体现
了大家对天津这座城市的喜爱和对跳水
运动的热情，但也发现很多参与者并无
跳水经验，甚至不会游泳，未经训练和准
备就从桥上纵身跃下。对此，运动医学
专家认为，虽然跳水运动观赏性很强，但
绝非普适运动，具有相当的专业性和危
险性。跳水时，因高速撞击水面，对身体
的冲击力巨大，以七米跳台为例，入水瞬
间水的冲击力约为人体体重的数倍，即
使是专业运动员，肌肉拉伤、颈椎损伤也
比较常见。近期确有个别人员跟风跳
水，导致受伤送医治疗。

为此，天津市游泳运动协会、天津市
健康教育协会发出如下倡议：

一要充分了解自身健康状况，科学
选择适合的运动项目，避免造成身体损
伤。例如，脑血管疾病、高血压患者跳水
可能引发脑出血，高度近视患者可能出
现视网膜脱落等伤害。

二要选择正规运动场馆，不要去自
然水域特别是不熟悉的自然水域“野
跳”，避免因水质、温差、水草、砂石、暗流
等造成伤害。

三要在运动前慎重评估自己的健康
状况。跳水这类对心肺功能、肌肉力量、
协调平衡能力等方面要求都很高的运
动，如参与应遵从医生和运动专业人士
建议，切忌不顾身体状况盲目跟风。

四要确保跳水现场有保障人员和相关
救援设施，一旦发生危险，便于及时施救。

最后，切记不要饮酒后游泳、跳
水。 据新华社

天津两协会发倡议：
别因“野跳”造成安全事故和身体损伤

特 别 提 醒

8月29日，天津海河上，一位“大爷”从狮子林桥跳入水中。图据新华社客户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