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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走团”事故背后

从从广广场场舞舞扰扰
民民，，到到万万人人暴暴走走团团
占占路路，，矛矛盾盾背背后后暴暴
露露的的是是公公共共服服务务长长
期期缺缺位位，，基基础础设设施施
建建设设跟跟不不上上民民众众健健
身身的的需需求求。。据据统统计计，，
中中国国平平均均每每1100万万人人
的的运运动动场场地地数数量量只只
有有6655 .. 88个个，，而而日日本本和和
欧欧洲洲发发达达国国家家都都在在
220000个个以以上上。。

6月25日，河北沧州健步走爱好者在徒步行走。

组组织织健健走走运运动动近近十十年年来来，，临临沂沂市市兰兰山山
区区户户外外运运动动协协会会会会长长、、““山山鹰鹰户户外外运运动动””创创
始始人人许许贵贵林林第第一一次次有有种种被被放放在在火火上上烤烤的的感感
觉觉。。连连日日来来，，他他的的电电话话铃铃声声不不断断响响起起，，有有媒媒
体体的的采采访访请请求求，，也也有有交交警警部部门门的的询询问问，，还还有有
许许多多会会员员急急切切地地问问，，““什什么么时时候候才才能能够够上上
路路？？我我们们想想走走路路！！””一一切切都都源源于于 77 月月 88 日日的的

那那起起交交通通事事故故。。
当当天天早早晨晨 55 时时 2222 分分许许，，山山鹰鹰户户外外运运动动

的的““涑涑河河黎黎明明健健跑跑队队””在在涑涑河河北北街街附附近近机机动动
车车道道上上健健走走的的时时候候，，遭遭到到一一辆辆出出租租车车的的冲冲
撞撞，，导导致致健健跑跑队队中中一一人人死死亡亡，，两两人人受受伤伤。。事事
故故发发生生后后，，有有 2200 多多支支每每天天活活跃跃在在临临沂沂市市各各
条条道道路路上上的的健健走走队队被被要要求求停停止止活活动动。。

“我的压力太大了！”许贵林担心几千

人队伍的安置，“他们想健身，想徒步，他们
能上哪里去？”同时，他还担心会有队伍不
听指挥，偷偷上路，再出新的事故。

更多的压力源于网络上几乎一边倒的

舆论。“他们不是暴走队，是敢死队吧？”“清
晨太极张三丰，早上公交林黛玉，下午广场
方世玉，晚上马路御林军，摸不得碰不得”。
甚至有人将事件的背景上升到代际冲突的
高度。

也有人质疑这些健走队的公益性，觉

得许贵林肯定“大赚了一笔”。他不得不一
遍遍地回答，“我们整个队伍就收了每人85

元的T恤衫钱，这是批发价，出厂价是200多。
我们就是为了锻炼身体，这次事故真的是
个意外。”

不是“暴走”而是“健步”

【“暴走的人群走起路来怕掉队，一个
挨着一个，有时候绿灯变成红灯了，他们也
不会停，司机只好等待。他们占着非机动车
道，那么自行车、电动车只能上机动车道，
偶尔也会发生冲突。”】

尽管是当地暴走运动的发起者，许贵

林却不能接受“暴走族”的称呼。“参与者根
本就达不到、也接受不了暴走的强度。”他
更愿意将协会的运动称为“健步队”。

真正的暴走运动源于上世纪70年代的
西德、美国等发达国家，到21世纪初流行于
亚洲的韩国、日本、中国香港等地。目前，全
世界约有7000万人参与这项运动。

据介绍，临沂的健步队共有41支，每支
队伍多则三四百人，少的也接近百人，80%
的参加者都在40岁到50岁之间，“你看看，
我们哪里是媒体报道的老年人。”许贵林今
年49岁。他很能理解健走人群的心态，“上
有老，下有小，是整个生活的支柱，大家需
要有好的身体才能支撑家庭，迫切需要最
廉价、最方便的健身方式。”

事故发生后，许贵林通知所有在路上
走的队伍全部停止活动，但仍有队伍按时
集合，偷偷活动。临沂市交警支队只好派警
察每天在道路上巡逻，发现暴走队伍即进
行驱散。即使这样，许芳(化名)所在的第41
队还是偷偷走了一次。

第41队是2017年6月刚刚成立的，队伍
现有成员七八十人。许芳是队长，最初的时
候她跟着从家门口经过的另一支队伍走，
后来，周围小区参加的人越来越多，许芳申
请成立了新的分队。“健步走真的很好，我
以前170斤，家庭遗传高血压、高血脂，现在
都好了。”

许芳46岁，穿着一身健身衣裤，看起来
活力十足。口号声响起，踏着动感音乐的节
拍，队员们步伐一致地阔步行走，许芳觉得
特别惬意。她喜欢这种集体行动的感觉，除
了走路以外，队员们平时也在微信群里经
常聊天，“谁家有什么困难，或者有孩子参
加什么比赛需要拉票，只要在群里吆喝一
声，都能得到热烈响应。我们每天都在传播
正能量。”许芳肯定地说。

每天晚上7点40分，他们都会在小区附
近的加油站集合，然后开始6公里的步行。
路线是小区附近的陶然路，走的是非机动
车道。“小区周边没有健身设施，我们只能
去路上走。”许芳说，为了保证安全，队伍会
设置领队、压队，靠近马路一侧的队伍穿闪
光服以达到警示车辆的作用。“这两天不
走，我觉得浑身都很难受。”

陶然路通往火车站和飞机场，来往车
辆很多。整个路线要穿过3个宽度在10米以
上的红绿灯路口，往返就需要过6次红绿
灯。“红灯停，绿灯行，我们很遵守交通规
则，也不会跟过往车辆发生矛盾。”

不过，当地的一名司机却不这么看。
“暴走的人群走起路来怕掉队，一个挨着一
个，有时候绿灯变成红灯了，他们也不会
停，司机只好等待。他们占着非机动车道，
那么自行车、电动车只能上机动车道，偶尔
也会发生冲突。”当地一位出租车司机告诉
记者。

这是许芳等人唯一能选择的道路，与
陶然路垂直交叉的另一条马路虽然路面很
宽阔，但每到傍晚，路两边就被小吃摊占
领，不具备走路的条件。

“我们平常都是走非机动车道，选择的
马路基本都有50公里限速的要求，我们努
力把风险降到最低。”许贵林解释说，“涑河
黎明健跑队”目前还处于试跑阶段，所以还
没有编号，他们之所以那天走上机动车道，
是因为周边在修路，而且考虑到早上车不
多，队员们觉得没有问题。

事故发生以后，交警打来电话向他询
问了各分队队长的联系方式，逐一约谈，告
诫他们不要带着队伍在马路上走，并称已
经在与附近学校协调，让健步队去操场走
路。在当地采访期间，记者就相关情况联系
了负责事故处理的临沂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直属二大队以及临沂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对方均未接受采访。

“万人暴走”成城市一景

【山鹰户外的迅速发展是在2015年。当
时，队伍从5000余人一下增长到上万人，队
伍也增加到41支，遍及临沂各大社区。】

许贵林是户外登山爱好者，山鹰户外

的健步运动是他于2010年创办的。最早的时
候，队伍只有三五个人，他们随身带着手掌
大的音响设备，沿着滨河健步行走。“那时
候真是暴走，速度快，一年在路上360天。”许
贵林说。

后来，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进来，多达两
三百人。为了方便管理，许贵林将队伍分成
两支，一支从路的东头往西走，另一支从西
向东走，这就是山鹰户外徒步队的1队和2
队。随着人数的增多，队伍的行进速度变得
越来越慢，因为要考虑更多人的身体素质
和体能。“队伍越长，速度越慢。”

在许贵林的印象里，山鹰户外的迅速
发展是在2015年。当时，队伍从5000余人一
下增长到上万人，队伍也增加到41支，遍及
临沂各大社区。“觉得能健身，老队员就会
带着亲戚、朋友、邻居加入进来。”

临沂暴走运动的发展情况和全国各
地的情况基本上是同步的。例如，江苏徐
州的暴走健身运动也兴起于 2010 年前
后，于 2014 年人数暴涨，仅在当地的云龙
湖周边地区每天就有上万人行走。在同一
时期，河南郑州的很多地方也以小区为中
心出现了大大小小的暴走队伍，每天人声
鼎沸、熙熙攘攘。

据《2014 年全民健身活动状况调查公
报》统计，20岁及以上人群经常参加的体育
锻炼项目是“健身走”和“跑步”，占所有健

身项目的54 . 6%和12 . 4%。与2007年相比，采
用“健身走”和“广场舞”进行锻炼者增加最
多，分别提高了12 . 8%和3 . 9%。

西华师范大学体育系的李叶林曾对郑
州市暴走健身运动开展现状进行过调查，
他发现，暴走运动人群主要集中在15-45岁
年龄段。每周参与暴走运动1次的有15 . 3%，
2次的有37 . 6%，3次的有29 . 4%；从锻炼者参
加暴走运动的目的看，缓解压力占30 . 6%，
强身健体占23 . 5%。

李叶林在论文中写道，“在信息时代，
人们在工作、生活压力越来越大的状态下，
暴走成了缓解压力的一项时尚运动，慢慢
流行起来，同时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通过
运动强身健体的重要性。”

他们为何“在路上”

【虽然有人提醒过他注意在道路上行
走的安全，他并不觉这是个大问题，毕竟，
在临沂的大街小巷，有那么多人占道经营，

“而我们不过是走走路而已”。】

每支新队伍成立的时候，许贵林都去
出席“授旗仪式”，将山鹰户外的大旗交给
分队队长。每支分队还会根据队伍所在地
的特征为自己命名，并制作一面分队的小
旗，比如，滨河的健步队靠近书法广场，就
叫做“书法徒步队”。

队伍能否获得授旗主要基于两个标
准，一是看队伍是否有继续壮大的潜力，二
是看路线是否安全。每次，许贵林都会进行
路线考察。在涑河北街的事故发生以后，他
突然有了某种害怕，“明明做的是公益的事
情，现在却成了这个样子。”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
究所副研究员黄顺江看来，从广场舞扰民，
到万人暴走团占路，矛盾背后暴露的是公
共服务长期缺位，基础设施建设跟不上民
众健身的需求。据统计，中国平均每10万人
的运动场地数量只有65 . 8个，而日本和欧
洲发达国家都在200个以上。截至2010年底，
中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仅为1 . 2平方米。

“这与我国早先的城市规划有
关。”他告诉记者。

中国的小区于20世纪70
年代开始集中建设。这批小
区的特点是分布相对集
中，住宅建筑容积率较
高，居住人口密度大；
在小区规划与建设之
时，室外体育设施基
本上没有被考虑进
去。这种状况在20
世纪80年代末至90
年代初开发建设的
居住小区中得到延
续，不过当时的供需
矛盾并不突出。

20世纪90年代中
期之后，城市房地产
业快速发展，居住区的
配套设施建设问题才开
始引起关注。这一时期，居
民对体育运动的认识逐步提
高，对体育健身活动的需
求也日益增大。

尽管《城市公共体育运动设施用地定
额指标暂行规定》《城市社区体育设施建设
用地指标》对社区、小区体育设施用地做出
了相关规定，但由于土地资源稀缺和升值，
很多开发者擅自改变体育用地的用途，减
少体育设施用地，增加商业元素，以获取更
多的市场利润。“体育配套设施更多的是起
到点缀、促销的作用。”黄顺江说。

广州市1998年至1999年建设的165个住
宅区中，配套体育设施达到国家标准的只
占23 . 64%，有场地但是未达标的有31 . 5%。

2008年前的一项调查显示，北京市8个
近郊区63 . 5%的街道办事处没有体育场地
设施，其余36 . 5%的街道办事处也只有乒乓
球室、棋牌室、门球场等小型场地。

随着公共健身设施及大型体育场的建
设，一线城市体育活动需求的紧张情况在
2010年后得到了某种程度的缓解，但这一
矛盾随着二三线城市的房地产热，更多地
转移到像临沂这样规模的城市。

社区体育场地严重不足

【一名因暴走队车祸事故而无法继续
上路行走的居民说，“这些场地基本上被练
习广场舞和太极拳的人占着，我们也不想
跟他们抢这个地盘。”】

社区体育场地和设施缺乏的背后，是
政府经费投入不足。数据显示，2009年到
2012年，群众体育支出在体育事业经费中
的比重年均值只占5 . 64%，体育竞赛费用和
体育训练费用支出是群众体育经费支出
的2 . 62倍。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讲师占
玲玲的研究领域是体育教学。在她看来，
社区体育依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虽然
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为公共体育
场地设施配套建设提供了依据和保障，但
是依然存在很多不足。比如，有关城市公
共体育场地设施配套建设方面的立法层
次较低；地方配套的政策法规不到位；此
外，缺乏对城市公共体育场地设施配套建
设的责任主体监督与相应的处罚措施。

2011 年，福建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
硕士研究生苏艳对许贵林所在的临沂
市兰山区社区体育场地设施现状进行
了调查与分析，随机选择 30 个小区
进行调查后发现，人均只有约
0 . 168 平方米的体育场地，与国家
要求人均体育场地面积 0 . 3 平
方米的标准相差很远。

傍晚时分，临沂各个广
场人头攒动。一名因暴走队
车祸事故而无法继续上路
行走的居民说，“这些场
地基本上被练习广场舞
和太极拳的人占着，我
们也不想跟他们抢这
个地盘。”
据《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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