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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

安全问题层出不穷 星级营地变“吃苦”营地……

“放飞”的夏令营怎么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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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暑假前，王女士通过大
众点评网找到了位于上海松江
区的某夏令营机构，为儿子佳佳
（化名）购买了为期21天的夏令
营体验活动。

“这家机构成立时间较长，
规模也比较大，所以选择了这
家。儿子此次参加的夏令营设
在苏州吴江的一家国际学校内，
报名前，对方承诺24小时有人看
管孩子，家长们完全可以放心。”
可以让 9 岁的儿子远离电子产
品、锻炼他的独立生活能力，这
让王女士充满了期待。但是，夏
令营还未过半，王女士却被一个

紧急电话吓着了，电话中一位负
责夏令营的老师说“孩子关灯的
时候摔倒受伤了”。

王女士当即赶往吴江。“对
方已经带孩子前往医院检查了，
只看到儿子的头上明显有个
包。”王女士告诉记者，所幸孩子
的脑部CT检查并无大碍，但是肩
部有轻微挫伤。回到上海后，不
放心的王女士再次带孩子前往
医院检查，检查结果基本一致。

至于孩子摔倒的原因，王女
士表示：“儿子告诉我，他被选为
寝室长，在负责关灯的过程中不
慎踏空摔倒。关灯本身并没有

问题，但不是说24小时有老师陪
伴在旁吗？”说起夏令营过程中
儿子意外受伤的事情，王女士至
今感觉有些后怕。

记者了解到，该夏令营机构
成立时间已超过15年，为一家专
业组织718岁青少年假期活动
的机构。一名姓胡的老师在电话
中表示，这次意外和孩子的调皮
也有一定的关系。目前，双方已
通过协商解决了相关事宜。

记者了解到，经过协商，该夏
令营机构退还了佳佳后期未参加
夏令营的相关费用，并且给予王
女士2000元作为医药费等赔偿。

远离电子产品，开启独立锻炼模式……正值暑假，不少家长纷纷选择将孩子送到各类夏令营体验生活、学习技能。
然而，夏令营的安全问题仍然困扰着不少家长。

9岁的孩子参加夏令营过程中受伤了；还有的家长在探营后提出疑问：“减重夏令营怎么就变成吃苦夏令营了？”近
日来，12345市民服务热线连续接到消费者关于夏令营的投诉。如何让夏令营做到更规范？出了意外事故又该由谁来
承担责任？记者采访中发现，关于夏令营监管中存在着的盲区亟须引起关注。 青年报记者 顾金华 刘秦春

这个暑期，各种各样的夏令
营又火了，但是关于夏令营的安
全问题也层出不穷。

无论是什么类型的夏令营，
首先且最需要关注的是安全问
题，一旦出了安全问题又该由谁
来负责？记者采访中发现，由于
许多参加夏令营的孩子基本都
是未成年人，加上不少夏令营规
定，孩子每周只能在规定时间和
家长通话，大多数时间都是由客
服和家长沟通，因而家长很难及
时发现孩子的安全问题。

那么，夏令营孩子们的安全
到底应该由谁来监管？采访中不
少人士坦言，目前夏令营市场确
实有监管盲区。“首先，夏令营市
场的承办主体并不统一，有旅行
社，有政府或学校，有培训机构，
有社会团体，还有专门从事夏令

营业务的机构，这也导致市场上
的夏令营产品质量参差不齐。”据
业内人士陆女士看来，因为监管
主体不明确，比如有的“文化传播
公司”也在办夏令营，但是实际地
点是否有办学资质、有没有相关
许可等，都是监管盲区；加上不少
夏令营的工作人员并非教师，缺
乏带孩子的经验，极有可能让孩
子暴露在安全隐患之中，一旦发
生问题，家长也会遇到维权困难。

在陆女士看来，虽然夏令营
的承担主体各不相同，但作为教
育行政部门，要针对夏令营的问
题，通过广泛的调查出台相应的
行业规范，明确夏令营的定义和
范畴。此外，文化旅游、市场监
管等职能部门，应该对夏令营的
组织机构和承办单位进行联合
检查，明确其安全责任。

张先生向 12345 热线反映
的问题是，为孩子报名的减重夏
令营，怎么就莫名变成了“吃苦”
夏令营，其背后的安全隐患更是

让他担心不已。
6月30日，张先生向上海某体

育科技有限公司购买了一期夏令
营减重课程，“因为孩子的体重严
重超标，参加减重夏令营，既可以
丰富假期生活，又能达到减肥的
目的”。张先生说，其间因为对孩
子不放心，他自行前往该夏令营
所在的石家庄基地进行探营，这
次探营却让张先生大为吃惊。

张先生告诉记者，之前报名
的时候，对方介绍说：夏令营会
采用半军事化管理模式，更有内
务PK等军事化训练，培养孩子吃
苦耐劳、言行一致的军人品质。
同时，半军事化的管理也能更好
地保障孩子在营期间的安全。

“虽然采取半军事化管理，但是
住宿等都参照星级标准，让我们

家长可以放心。”
当抵达孩子所在营地后，张

先生立即傻眼了。一个不到10
平方米的屋内住了4个孩子，有
孩子还在地上打地铺，卫生间等
设备更是极其简陋。“说好的星
级住宿标准去哪里了呢？除了
住宿条件外，其他的情况我并没
有看到，也不敢想象。”

针对张先生反映的问题，记
者拨打了该减重夏令营的客服
电话进行核实。客服在电话中
表示：“不属实，你可以到我们基
地实地来考察一下；也可以到我
们官网上看，都有基地的图片和
视频的。现在石家庄基地还有
100多位学员正在进行夏令营，
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也不会还
有这么多学员吧？”

事实上，在放飞的夏令营
中，“受伤”的孩子并不少。

和王女士一样，张女士同样
通过 12345 市民服务热线反映
称，日前她为孩子报名位于上海
奉贤区的某夏令营，7月16日当
晚，孩子在夏令营内睡觉时从上
铺摔下，导致嘴巴磕破，同时摔
到了头部。

张女士告诉记者，她是在抖
音上看到的该夏令营招募信
息。根据她发来的“入营通知
书”显示，该夏令营为期14天。
7月16日当天，张女士带着儿子
前往营地报名，现场签署了入营
协议，把孩子交到了营地老师手
中后离开。该夏令营是封闭式
夏令营，父母在夏令营期间无法
与孩子取得联系。只能通过夏
令营提供的每日图文以及视频

了解到孩子情况。
然而，7月29日夏令营正式

结束后，孩子却告诉张女士，自
己在夏令营第一天就从上铺摔
下来了，摔下来当天晚上还是睡
的上铺，第二天才调整成下铺
的，嘴巴磕破了，同时摔到了头
部，但是夏令营老师并未带他去
看医生。“去夏令营交钱之前，我
和老师电话里确认好，说可以睡
下铺。”张女士告诉记者。

当天，张女士就联系了该夏
令营负责人黎主任，询问孩子从
上铺摔伤一事，黎主任回复道：

“下铺我是备注了的，我联系了
校区和生活老师那边，已经对生
活老师作出了开除处分，生活老
师没有告诉您，真的抱歉家长。
家长您可以带小朋友去医院看
一下，然后医药费我们给您报

销。”
随后张女士自行带孩子去

医院做了相关检查，医生表示：
“如果是有颅内血肿之类的，不
严重的话半个月也吸收掉了。”
好在孩子没什么健康问题。但
是当她把相关检查费用和单据
发送给这位黎主任时，对方数天
不回复消息。

记者随后通过张女士提供
的电话联系到了该夏令营生活
老师周老师，对方否认存在这一
情况。不过，就在记者与该老师
沟通后不久，张女士也打通了这
位周老师电话，对方又承认了存
在这一情况，表示确实第一天张
女士的儿子从上铺掉下去了，她
帮忙检查后觉得好像没有太大
的外伤，就没有告诉家长，也没
有送医。

夏令营未过半，孩子却摔倒受伤了

[案例2] 入营第一天，孩子就从上铺摔了下来

[案例3] 减重夏令营，成了“吃苦”夏令营？

那么，如何从法律层面来保

障夏令营过程中孩子们的安

全？汉盛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华

阳律师认为，未成年人的安全意

识和防范风险能力相对较差，并

且大多数活泼好动，因此对于教

育机构或者旅行社来说，应对夏

令营过程中的风险进行评估，并

能第一时间提供有针对性的防

范措施以及急救措施，全面履行

安全保障义务。在参加夏令营

活动前，家长也应加强对未成年

人的安全教育，帮助孩子一起树

立自我保护意识。

“对于家长来说，如果要为

孩子选择夏令营，最好要到实

地考察一下活动场地，观察有

无安全隐患。在正式为孩子报

名之前，家长应该与夏令营主

办方签订详细的书面协议，写

清楚活动的具体内容、住宿、伙

食等，特别是万一发生安全问

题，如何第一时间进行救治并

联系家长。”华阳律师表示。

而作为夏令营机构，应该

向家长提供一份含有具体服务

内容的文本合同，或由双方就

权利义务进行明确约定。这样

如果发生纠纷，也可以根据文

本合同来进行维权。

双方应签订详细的书面协议

夏令营谁来管？

营地的住宿条件。

佳佳的医院报告。 本版均为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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