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雪花不够棉花凑这个“雪村”引争议
景区回应：宣传时说的是人造雪，不是真雪

最新进展

成都彭州一男子前去钓鱼途中，因
携带的超长鱼竿与高压线接触，男子触
电身亡。家属多次与供电企业交涉赔偿
事宜未果，遂诉至法院。近日，记者从彭
州市人民法院获悉，经过审理，法院最终
依法判决触电人承担主要责任，供电企
业承担次要责任。

日前，家住彭州的吴某某与3位好
友相约到河边钓鱼。直至中午，大家皆
收获甚微，于是约定先吃饭，换个地方再
钓。几人在附近镇上吃完饭后，吴某某
一边催促着好友，一边扛着长约5米的
鱼竿先行离开。

大约10多分钟后，好友们正沿着河

道走着，突然发现吴某某倒在地上，一只
鞋掉落在草丛里，鱼竿丢在一旁。“我们
吓了一跳，连忙大声喊他，但他却没反
应。”一名好友回忆，当时吴某某的嘴里
吐着白泡，已没了气息，于是他们赶紧拨
打了120急救电话。不久医生到场，抢
救无效后宣布吴某某死亡。医生检查后
判断，吴某某系因其携带的鱼竿触碰到
头顶的高压电线后触电死亡。

吴某某家属多次与该段高压线路所
属的供电企业协商赔偿事宜无果，遂诉
至法院。吴某某家属认为，吴某某作为
普通民众对高压电认知不足，而供电企
业作为专业机构，对高压电的危险性有

足够的认知，因此供电企业具有保护电
力设施和人员安全的责任。该事发地点
为高压线的最低点，虽然高度已达到相
关规定的标准，但旁边有农田，人员携杆
穿行不可避免，而电力保障部门仅仅在
一旁竖立“电力线路下方禁止钓鱼”的标
识，并没有采取其他有效阻隔措施，故应
当对吴某某死亡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被告供电企业表示，案涉高压线路的
架设符合国家相关标准，且涉事现场设置
有醒目的“高压危险、禁止垂钓”的警示
桩、警示标识，电力保障部门不存在任何
过错。并且，根据相关规定，任何单位和
个人不得在电力设施保护区垂钓。吴某某

违反该规定穿越涉架空线路保护区的河
道垂钓，同时无视警示标识，其自身未尽
到安全注意义务是造成自身严重损害的
主要原因，供电企业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审理后认为，高压供电属于高
度危险作业，造成损失应适用无过错责
任原则，供电企业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吴某某作为成年人，对损害发生存在重
大过失，应承担主要责任。吴某某的各
项损失综合认定为102万余元，法院确
定吴某某自行承担70%责任，电力保障
部门承担30%责任并赔偿吴某某家属2
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戴竺芯

看似普通的鲨鱼夹，在意外发生时，
会成为危及生命的“凶器”。近日，61岁
的成都市民杜女士在街上不幸被一辆小
轿车撞倒，头部着地，其头上佩戴的鲨鱼
夹在猛烈撞击下，扎入头皮。

事故发生后，杜女士被紧急送往通
用医疗三六三医院进行救治。

医生：三个夹齿陷进头部
2月8日，三六三医院急诊科医生田

丰明向记者讲述了当天的接诊情形：
“患者是2月3日下午3点20分左右来
就诊的，意识清楚，表情痛苦。她后脑
勺佩戴的金色鲨鱼夹，一半已经断了，
剩下的另一半直挺挺地插在头上，夹齿

坚硬锋利，最中间三个夹齿基本上完全
陷进头部了。”

田丰明说，杜女士比较幸运，中间三
个夹齿长度有限，大约有两三厘米，而且
当时扎进去时，夹齿就因为变形往一边
偏移，所幸没有扎到颅骨。“一旦扎入颅
骨，就不敢直接拔出了，因为直接拔出可
能会导致脑组织损伤、脑出血。”

田丰明回忆，拔取的时候有些难度，
“夹齿上下分别朝两个方向弯曲，使劲拔
的话是拔不出来的。”他给患者打了麻药
后，从一边开始拔，拔出来后再拔另一
边。10分钟后，扎进头皮的夹齿终于被
拔出。

提醒：鲨鱼夹真的很危险
“鲨鱼夹真的很危险。”田丰明提醒，

鲨鱼夹一般戴在后脑勺位置，而脑干就
“藏”在里面，是人体的“生命中枢”。人在
摔倒之后如果后脑勺着地，鲨鱼夹很容易
扎进去，一旦穿破颅骨，将有致命危险。

社交平台上，也有不少网友提出“不
用金属的，用塑料材质的应该就没有危险
了吧？”田丰明表示，无论是金属的还是塑
料的，都非常危险，因为硬的塑料同样能
穿透颅骨。他建议，无论是出行、运动还
是日常活动中，都要时刻保持安全意识，
避免因小物件而引发大祸。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叶海燕宁芝医生取出已断裂的鲨鱼夹。受访者供图

2月8日，成都邛崃南宝山旅游区
发布一份关于“成都雪村”无法呈现的
致歉信。内容显示，南宝山旅游区的雪
村项目是基于天气预报春节降温会下
雪，在旅游区内打造的一个网红打卡点
位，属于旅游区内的一个景点，不另外
收费。

致歉信称，由于2025年春节天气
暖和，雪村无法呈现，为了营造出

“雪”的氛围，旅游区在网上采购了雪
棉铺装，于大年初一开放，但事与愿
违，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给前来观
光的游客留下很不好的印象。得到广
大网友反馈后，旅游区于大年初二开
始清理所有雪棉。

致歉信称，由于雪村项目无法呈
现，而造成游客的旅游计划变化，南宝
山旅游区深表歉意，如需退票可在游客
中心售票处或通过原购票渠道办理退
票。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宋潇

刚刚过去的春节假期，不少游客被
成都邛崃一处“雪村”景区的宣传照吸
引，照片中有森林、大雪、小木屋，满足了
人们对雪中村落的一切向往。其推出的
广告宣传语更是宣称：“不是东北去不
起，而是成都雪村更有性价比！”

然而，此雪非彼雪。2月7日晚，有
博主发布视频称，该景区用棉花当雪，肥
皂水降雪……假雪堆成的“雪村”在网上
引发争议。

去该雪村游玩是否真“踩坑”？华西
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就此采访了游客
和景区。

看雪变成看棉花
游客称宣传照与实际不符

博主提到的“雪村”，位于邛崃南宝
山旅游度假区内，社交平台上，“成都雪
村景区”的官方账号备注为邛崃市某某
游乐园，其发布的多个视频都备注着“来
一场人工雪的浪漫”，并提示网友现场是
人工雪并非真雪。

景区在平台上的购票页面显示，3人
套票价格49.9元，主要包含成都雪村3
人门票和南宝山景区3人门票。另据游
客反映，观光车价格在春节假期为48元
一人。

游客周先生告诉记者，他被网上的
宣传图片吸引，今年大年初三的时候和
家人一起去“雪村”游玩，结果到了现场
发现，雪是用棉花做的，树上的花也是假
花，之前在网上图片中看到的景色，现场
都没有看到。

周先生说，这样的雪景让他觉得很
假，“我来就是看雪的，结果一点雪都没

有，这怎么能叫雪村呢？”
无独有偶，一位旅游博主也在社交

平台上分享了对于该景区的游玩评价。
其发布的视频内容显示，该“雪村”在网
络上的宣传照片疑似引用东北雪乡的图
片，并营造出大雪纷飞的氛围感，但实际
情况是，现场的树枝和布景几乎都是棉
花，并非真实雪景，其中降雪更是用“肥

皂水”制造。

景区工作人员回应
“网上图片是博主宣传引流用的”

2月8日，记者联系到该景区工作人
员。其回复称，他们也注意到了网上的

反映，“因为那个视频，网上舆论有些大，
我们正在考虑拆除。”

记者注意到，网络平台上该景区有
47条评论，其中41条差评。游客称景区
实际情况和宣传图片差别巨大，“人造棉
花”不能叫“人造雪”。对于网友的质疑，
景区工作人员称，“网上的那些图片都是
博主宣传引流用的，为了卖票或者赚取

佣金，我们宣传的时候都是说的是人造
雪，不是真雪。”

同时他补充说，如果今天（8日）来，
可以看到真的雪，今天山上确实下雪了，
游客来可以看到真雪，“雪是自然现象
嘛，今天来能看到，明天来就不一定了。”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宋潇
图据网络

男子扛5米长鱼竿触高压线后身亡谁担责？
彭州法院：触电人承担主要责任

六旬老人被车撞倒 鲨鱼夹扎进后脑勺

“雪村”棉花布景已拆除
景区公开致歉

社交平台上宣传“成都雪村”的图片。

网友对“成都雪村”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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