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舆情热点分析 

游客命丧红螺寺 园方被判担责 

【舆情概况】 

 去年年初，石女士在回家探亲途中下落不明，家人几经寻找后接到警方通知，石女

士已在怀柔红螺寺景区内的游道边“非正常死亡”。石女士的家人认为景区管理者存在

管理疏忽，将北京红螺寺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诉至法院，要求承担责任。近日，法院终审

判决认为景区未尽到合理范围内的保障义务，对石女士死亡承担次要责任，赔偿相关损

失 22 万余元。 

但在本案一审时，红螺寺公司称，石女士并非通过购买门票进入景区，因此未与红

螺寺公司建立合同关系。“石女士死亡时，身上没有景区门票，而且根据警方调取的景

区大门录像，也没发现石女士进入景区的画面。” 

【舆情大数据】 

（1）新浪新闻排行 

 



 

 

从新浪新闻热点热点排行来看，该条新闻居于周点击量第三的位置。这里面，可以

侧面反映出公众对于近年来屡次出现的旅游事故的关注。 

（2）舆情媒介分布 

 

根据乐思网络舆情监测系统数据，从事件的媒介分布来看，新闻以 55%排名第一，

微博，贴吧分别以 20%，11%名列二，三位，而论坛，搜索引擎，微信，电子报的关

注度相对较低。此次事件中，北京晨报是较早报道该事件的媒体。随后，该新闻在全国

范围内扩散，引起舆论关注。 

（3）舆情关键词 

 

【舆情热议】 



 

 

@凤凰星尊：想自杀的都去找个五星景区吧，这样家属还有钱给你办丧事。 

@1133922787：没买票而且不是从大门进入的，景区为什么要承担责任？不能因为

所谓的“弱势群体”就置法律于不顾，真是糊涂法官糊涂判决。 

@杞人正东：法院已经够仗义的了，即使园区有责任并进行一定的经济补偿，但人

也没了。遵纪守法和不违背社会公德，不是做给别人看的，应该是一个人自觉的行为，

经常发生的类似悲剧应该警醒人们。 

【舆情分析】 

针对此次舆情事件，舆论的争议点在于：红螺寺是否应该给死亡的石女士家属赔偿？

一方认为赔偿不合理，石女士本身有精神疾病问题，家属未尽到看管责任。且当事人未

通过正当渠道进入景区，因此责任在当事人身上。另一方反驳称院方未尽到管理责任，

对非法入口管理不善，在关闭景区时，未做好检查工作，以致于酿成事故，景区责任不

可推卸。在此次事件中，法院的判决是基本合理的。主要责任在被害者以及其家属身上。

但是作为景区，管理方面出现了漏洞，承担一部分责任也无可厚非，因为此次事件就是

由于景区对非法入口，景区管理的疏忽导致的事故，  

近几年来，假日经济成为重要的提振内需手段，旅游行业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

但随之暴露出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尤其是安全事故。随着景区旅游舆情风险日益增高，

旅游舆情预警和应对成为各大景区、各地旅游局等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对此，乐思网络

舆情分析师认为，做好旅游舆情预警和负面事件处置，可以从以下两方面着手。 

一、要重视旅游舆情，积极转变舆情处置理念 



 

 

一方面，舆情具有新近性、主观性、非强制性、公开性、易变性等特性，往往都会

经历萌芽、升温、炒作等多个阶段，只有认识到舆情的这些规律，在此基础上高度重视

舆情应对工作，在源头上控制舆情、在升温中引导舆情，最终达到避免对立情绪激化，

在无形中化解舆情危机的目的。另一方面，建立舆情处置中心，当事件发生后，有舆情

处置中心统一调配资源，统一指挥应对，防止信息不对称导致回应舆情关切出现众口不

一的情况。如果景区在日常管理中引入舆情监控机制，及时了解景区相关的舆论情况，

对该景区存在的非法入口等情况进行及时处理，此次死亡事件本可以避免。 

二、要善于总结经验教训，了解舆情危机背后的真实民意 

对于旅游事件来说，公众舆论不满折射的是整个旅游行业的不规范和假日经济的监

管缺失。应对旅游乱象，媒体和公众期待的不仅仅是对单个问题的解决，而是期望整个

行业的规范和政府的监管到位。只有不断规范景区管理、合理化景区消费价格、完善景

区公共设施等，让游客游得放心、安心、舒心、开心，这才可以从根本上降低旅游舆情

风险。红螺寺以及存在景区隐患的旅游景区一定要引以为戒，深刻总结此次事件的教训，

把安全管理工作放在重要位置，加强舆情监控，避免此类事件的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