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养殖牛蛙还能吃吗
牛蛙冲进微博热搜前五，是因

为一份“网传”的野生动物销售名

单。就在这份名单出现的几天前，国
家市场监管总局、农业农村部、国家

林草局明令禁止餐饮单位、农贸市
场、超市等以任何形式进行野生动

物交易活动。

口水蛙、牛蛙火锅、炭烤牛蛙⋯⋯
对于长时间在家“闭关”的“吃货们”来

说，疫情解除之后再也吃不到这些
“美味”的消息，足以引发了他们的

“吃牛蛙焦虑”。
比“吃货们”更焦虑的，是处于

牛蛙养殖、销售产业链上的农户和
商家。相关报道信息显示，2019年

国内牛蛙产量超过 50万吨，整个产
业价值近 2000亿元，包括养殖户、

合作社、水产公司、饲料企业以及餐
饮店在内的从业人员数以百万计。

一份近百万网友参与的“你吃
不吃牛蛙”的投票中，除了不到三成

网友选择“不吃牛蛙，不关注”外，
“如果存在风险，不吃也罢”和“养殖

的不算野味，该吃吃”的票数相差无
几，评论区的争论大多集中在：已经

规模化养殖的牛蛙是否属于“野生

动物”。
对于因“禁止销售牛蛙”引起的

争议，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辟谣
称，三部委并未发布相关野生动物

名录，更没有发布禁食名单。但在沪
上长期关注野生动物保护的志愿者

姜龙看来，不论禁食与否，明确“准
食动物名录”却是必不可少。

“比如，野生虎纹蛙是国家二级
保护动物，但目前人工繁育虎纹蛙产

业已经非常成熟，上海市场年前的零
售价在 20元左右/斤，是否在此次禁

食的名单里，需要相关部门进一步确
认。”已从事野生动物保护 10多年的

志愿者姜龙说，《决定》的禁食范围较
此前相关规定扩大很多，但“其他陆

生野生动物”并没有明确的定义，后
续执行盼跟进，需通过“黑名单”或者

“白名单”形式明确。

非常时期“非常决定”
在网上引起关注的，除了牛

蛙，还有“华农兄弟”。除了是一对

粉丝数过百万的视频博主兄弟，
他们还是持证的竹鼠养殖户。这

些甚至曾经作为地方脱贫明星的

特种养殖项目，如今也面临被喊
停的局面。

“一刀切”是不少依法依规从事
相关野生动物养殖的普通养殖户心

中的疑问。而在姜龙看来，短期的“一
刀切”是非常时期的“非常决定”，“在

最大限度保护公众利益、推动野生动

物保护宣传方面有进步”，但具体操
作过程、配套措施有待落实。

“疫情发生后，上海关闭了 40

多家‘室内动物园’，商场的‘宠物

展’被叫停，‘存栏’动物怎么处理，
建议农业、林业部门应尽快出台配

套的处理意见和实施细则。”姜龙
说，《决定》出台有很多问题需要考

虑，比如对经济生活、消费的影响，
现有的“存栏”动物怎么处理，还有

对“特种动物”养殖户及相关从业人
员的影响。

对此，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经
济法室副主任杨合庆表示，《决定》的

出台实施，可能会给部分饲养动物的
农户带来一些经济损失，有关地方人

民政府应当支持、指导、帮助受影响
的农户调整、转变生产经营活动，根

据实际情况给予一定补偿。

解释工作急需跟上
“之前依法依规提倡、鼓励发展

的产业，现在遇到“最严禁令”，大量

说服工作、补偿工作落地需要运作，
在过渡期间，有效的解释工作需关

注，配套政策要尽快出台。”姜龙说。
疫情让大众对野生动物保护产

生了极大的关注，但野生动物保护

的初衷，并不局限于疫情防控。姜龙
说，要做好野生动物保护，国家重点

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和“三有”动物名
录亟待“扩容”和调整。例如，穿山甲

还仅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蝙蝠也
未被列入“三有”动物名录。

“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刻，要全
流程立法肯定来不及，所以全国人

大常委会在紧急情况下，不得已而
为之，先行通过了《决定》，条款相对

比较笼统，操作性不强，但为下一步
相关法律法规的梳理、修订指明了

方向，是一个过渡性的、纲领性的文
件。”上海市人大代表、段和段总所

主席吴坚律师一直非常关注野生动
物保护的话题，反对猎杀、捕食野生

动物行为，他认为，在疫情阻击战面
前，全面禁食野生动物是利大于弊

的决定，在《决定》明确了方向之后，

相关法律法规的修订应尽快提上议
程，同时，各地方政府也应对地方性

法规进行全面梳理、细化。
事实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

发言人、研究室主任臧铁伟表示，全
面梳理现行有关法律规定，统筹开展

相关立法修法已列入工作计划，《野

生动物保护法》《动物防疫法》修法项
目拟列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2020年度立法工作计划，今年还将
加快《生物安全法草案》的工作进程。

监管不力存在盲区
公众呼吁进一步修订《野生动

物保护法》的呼声一直都有，疫情发

生后，呼声更为急切。姜龙说，其实
现行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动物防

疫法》是比较到位的，真正需要重视
的问题是监管不力、执法不严。

2019年，江苏曾查处了一起非

法捕捉中华蟾蜍的案例，调查显示，
查处的 140 多万只中华蟾蜍有 70

多万只流向了上海市场，一部分进
了餐厅，一部分成了郊区古镇等处

售卖的“熏拉丝”，上海鲜有饭店因
为销售野味被查处，在因疫情“封

控”前，“熏拉丝”也依旧作为特产在
古镇等处被叫卖。

花鸟市场中售卖以鸟为代表的
宠物，贩售场所卫生条件差，存在传

播人畜共患疫病风险；商户售卖的
野鸟来源，绝大多数来自非法捕捉，

又有多少被主动追查？
“野生动物的保护不能只因为

疫情，而是要回到保护的初衷。”姜
龙说，他在上海郊区跑了 10多年，

不能否认，现在与 10多年前相比已
好很多，但很多郊区仍有捕鸟、猎捕

野生动物的习俗，“一方面，动物保
护名录没有修订、保护级别没有升

格，执法没有保障；另一方面，对野

生动物的基准价值标准宣传不到
位，捕猎者对违法成本认识不足。”

姜龙举例，一只麻雀按照野生
动物的基准价值标准是 300元，查

获一张捕鸟网，即便没捕到鸟，也能
对相关人员处 2000元以上的处罚。

“一张网上如有 10 只麻雀，就是

5000元。提高违法成本，一定程度
上有利于野生动物保护。”同时，他

建议，将野生动物保护纳入村镇级
地方干部考核，纳入美丽乡村、生态

村评选考核，“美丽乡村，生态美除
了环境好，还应有野生动物保护。”

期待增加禁猎区域
“结合 2018年 7月至 2019年

3月的数据，仅秋季（10月）至次年

春季（3月），按 1张网每天捕鸟 1

只，张网时间 6个月估算，至少有

16.2万只鸟在西南三区（金山、松
江、青浦）被网捕，而每年在上海全

市被捕杀的野鸟数量则估算在 54

万只以上。”今年上海两会期间，周
保春、刘惠莉等 19名市政协委员联

名提交了一份提案，呼吁将野生动
物数量较多的青浦、金山、松江 3个

区划定为野生动物禁猎区。
近年来，上海持续加大野生动

物保护力度，已经划定了南汇东滩、
奉贤区全域及崇明区全域等 3个野

生动物全年禁猎区。在这些禁猎区
范围内，只要是野生动物栖息、停

歇、繁殖和活动的区域，均属禁止猎
捕野生动物范围，违者将被依据相

关法律受到处罚。

“崇明设禁猎区后，情况有了极
大改善。希望将‘西南三区’也划定为

禁猎区，加大野生动物保护力度。”这
是姜龙和其他为野生动物保护工作

默默奉献的志愿者们的共同心愿。

麻雀虽小不能捕 “熏拉丝”野生不要吃

荨 在市郊古镇

上，曾有中华蟾蜍
被宰杀后，加工成

“熏拉丝”出售
杨建正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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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坚决决打打赢赢 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

最严禁令下,请放过这些野味

    昨天， 我收到这样一条短信：

“要复工，体温报；防新冠，多开窗；

勤洗手，戴口罩；分餐吃，一米遥；身

有恙，要上报；咳嗽礼仪太重要！ ”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这些提醒

耳熟能详。 为了预防病毒，戴口罩
已经成为很多人的习惯， 洗手频率

也有所增加；排队时“人贴人”的情

况少了，更多的是保持适当距离；使
用公筷公勺的倡议得到了市民的积

极响应，上海 100家餐厅近日承诺，

全面提供公筷公勺， 在有条件的餐

厅为客人提供分餐分食制……

疫情之下，复工之中，良好的

个人卫生习惯， 是我们抵御病毒、

保护健康的重要屏障之一， 这是很

多人都有的体悟。 平日里可能不起
眼的细节，在疫情的背景下，变得不

可忽视。 比如咳嗽、打喷嚏，以前或
许以为，用手掩住口鼻已经算“比较

注意”，实际上仍然不够，因为手会

触摸各种物品； 更好的方式是用手

帕、纸巾或弯曲手肘掩住口鼻。

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说
易行难。像勤洗手，从室外到室内，

可能还会记得，要是长时间处于同
一空间，很容易就会忽略；除了个

人自觉之外， 是否有洗手的条件，

也是一个制约因素。再比如使用公

筷公勺， 乃至采用分餐制的倡议，

其实早已有之， 只是碍于人情、习

惯等多种因素，一直推广不开。 不

知在疫情的“推动”下，这份倡议能
否取得与以往不一样的效果。

虽说培养习惯不容易， 但很多
人都在努力改变。在疫情的压力下，

健康的珍贵格外凸显了出来。 我们
还需更多地倡导呼吁， 创造外部条

件，让更多人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让抵御病毒的屏障愈加牢固。

而在疫情过去之后， 也不要忘

记这些好习惯。 就算没有了新冠肺
炎，我们也不是生活在无菌环境中。

比如，万一感染呼吸道疾病，仍有必
要戴上口罩， 与他人交谈时保持距

离。 勤洗手能让我们少受病菌病毒
侵扰。 咳嗽喷嚏礼仪、 使用公筷公

勺、 排队保持适当距离……不仅有

利于自己和他人的健康， 也是文明
素养的进步。 当然，还有不吃野味。

疫情是一时的， 而好习惯长
期保持下去，习惯成自然，会让我

们终身受益。

好习惯成自然 纪 玉今日论语

    凡《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和其他有关
法律禁止猎捕、交易、运输、食用野生动物的，必须严格
禁止；全面禁止食用国家保护的“有重要生态、科学、社
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以下简称“三有动物”）以及其
他陆生野生动物，包括人工繁育、人工饲养的陆生野生
动物……2月 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关于全

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 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
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以下简称 《决
定》），并于当日实施，以最严格的法律条文禁止和严
厉打击一切非法捕杀、交易、食用野生动物的行为。

这一防疫阻击战里的“最严禁令”，引起了极大的
关注。

每年秋季到次年春季，是
申城候鸟最多的时节，图
为杨浦区江湾湿地里的
野生白鹭 杨建正 摄

▲ 摘除 “四害之

首”头衔的麻雀现
在与申城市民和

睦共处
种楠 摄

本报记者 毛丽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