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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陵丫山花海石林不但是个景区，也是中药材丹皮种植的重要基地，因为地处山区，
经常有野猪出没，特别是近几年，野猪来拱地糟蹋牡丹花的现象愈演愈烈。“因为野猪是
‘三有’保护动物，我们也不能采取任何措施，今年花田里又不同程度被野猪毁了，牡丹花
的根部都被野猪啃了。”25日，丫山花海石林丹皮种植基地的工作人员陈英告诉记者。

移出“三有”名录不等于可滥捕滥杀

野猪将不再是“三有”动物？

日前，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发布了
《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
野生动物名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
公开征求意见。在该征求意见稿中可
以发现，曾于2000年被列入《国家保
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
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的野猪
已被删除。

我市南陵县境内有1626头野猪

今年以来，芜湖市境内有关野猪
造成人身威胁和财产损失的“报案”，
芜湖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森林资源管
理和林长制工作科科长唐云鹏已经接
到近30个。“野猪是个杂食动物，什么
都吃。印象中，近几年这样的报案是
越来越多，芜湖市民印象比较深刻的
应该是去年12月初神山公园闹野猪
的那次。在野猪案件的处置中，我们
一般会按照自2011年起施行的《安徽
省陆生野生动物造成人身伤害和财产
损失补偿办法》作为依据。为了更具
有实操性，我市湾沚区也出台了自己
的补偿办法细则。今年年初，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作为牵头单位，再次要
求我市各县区建立和完善相关的细则
办法。地方细则办法出台的紧迫性恰

恰印证了近几年我市境内野猪对人类
生产、生活的侵扰越来越严重。对于
这次野猪移出‘三有’名录，我个人意
见是赞同的。”

说芜湖境内的野猪越来越多，也
是有科学调查依据的。唐云鹏告诉记
者，今年夏天进行的我市境内的安徽
省林草生态综合监测评价中，50个样
地中只要是在山区，考察人员几乎无
一例外都发现了野猪活动的踪迹。今
年8月至10月，我市在南陵县、繁昌
区和三山经开区展开了野猪种群数量
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我市南陵县境内
有1626头野猪，数量惊人，为被调查
的三地中数量之首。“这个结果表明我
市部分区域的野猪种群数量已经超过
了当地环境的承载力，野猪原先的栖
息地已经满足不了它们的生存，所以
才会一再出现在人类的视野中，出现

‘与人争地’的现象。”唐云鹏透露，在
科学调查的基础上，我市各地林业部
门向上申报了基于种群调节为目的的
猎捕计划。“根据我们的申报，目前安
徽省林业部门给我们审批的野猪猎捕
数量在200头，狩猎完成时间在明年
1月底之前。目前，繁昌区、三山经开
区和南陵县都已经动起来了，其中南
陵县的猎捕计划在130头。”

移出“三有”名录≠可滥捕滥杀

从2000年到2021年，这次的《征
求意见稿》一旦通过就意味着野猪将
结束它在国家“三有”保护动物名录中
21年的“黄金时代”。唐云鹏表示：

“这也同时意味着从国家林业部门的
层面上认定野猪已经属于不存在生存
威胁，反而可能损害自然生态系统的
物种，下一步，在林业主管部门的组织
领导下，可以将对野猪猎捕的范围、数
量放宽。但同时，用枪猎捕的，要有组
织的按照枪支管理规定；《保护法》里
禁止用的工具不能用；保护区里的野
猪不能打；野猪从名录中调出之后，如
果数量减少，日后还有可能调回来。”
那么，老百姓关心的移出“三有”名录
后，野猪是不是就可以打来随意食用
吃肉了呢？唐云鹏表示，答案当然是
否定的。“法律规定，野生动物归国家
所有，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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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
是不是‘三有’动物，都不可以食用。
我们林业部门计划猎捕的野猪也要集
中无害化处理。”

采访中，安徽师范大学生态与环
境学院的动物学专家吴海龙教授也向
记者表达了他的看法：“物种的保护等
级取决于它的种群现状，近年来，野猪
由于缺乏天敌豺和豹以及不允许狩
猎，造成种群数量扩大，和人类生产生
活的冲突越来越明显，所以这次如果
被移出‘三有’名录也属于正常。动物
的保护等级实际上是一个动态的过
程，它不是也不能一成不变，就算野猪
不再是‘三有’保护动物，我想强调的
是，作为野生动物，野猪也不能随便
打、随便吃，同样是违法的。移出‘三
有’名录并不等同于给野猪下了一条
滥捕滥杀令，这是一个误区，希望公众
要明白。” 记者胡芳

本报讯 12月26日，记者得到消
息称位于鸠江区龙窝的一条“烂路”
被修好了，这里常住的10户老人非常
开心，他们说“这是一条党和人民的
连心路”，“这条路带我们走向新年”。

12月27日上午，记者顺着G347
国道裕溪河堤段来到裕溪口街道新
裕路社区附近，见到了知情人李霞女
士。她指着G347国道坡下一条通往
一个小村庄的水泥路说，“你看这就
是刚修好没几天的路，老人们别提多
高兴了”。李霞告诉记者，这个小村
庄原来是一处养殖场宿舍，因为有十
八户，被当地人称为“龙窝十八户”，
目前只剩十户，“事实上，这些老人都
有子女在芜湖市区，他们也很孝顺，
希望接老人去一起住，但是这些老人
故土难离，不愿意走”。

据介绍，因为一些管理上的问
题，多年来这条龙窝通往外界的主干
道一直无法维修。新修的水泥路很
平整，沿着这条路，记者来到这个小
村庄内。看到有人来访，迎上来的也
都是老人。据介绍，这里最“年轻”的
居民63岁，最大的92岁，63岁的居民

是92岁老人的儿子。
谷和平告诉记者，“我今年66岁，

一直在芜湖市区生活工作，子女也在
市里，退休后就喜欢两头跑，一方面
照顾老人，一方面因为这里是我老
家，也有着叶落归根的意思。这里空
气好，还能种种菜，过得很悠闲，退休
到老家来的这几年唯一不便的是这
条道路太烂了”。

不但谷和平这样说，不少老人也
感叹，“原来的路太不好走，一下雨多
少天都不干，而且路坑坑洼洼，还向
一面倾斜，不止一次有老人摔倒。天
热的时候草长得非常高，有时还有蛇
窜出来。等到路面被晒干时，风一吹
灰尘迷眼。天冷了，地面积水上冻，
我们更不敢走”。

李女士告诉记者，“今年12月13
日，鸠江区交通运输局负责人得到消
息后，当日就和同事赶到现场，发现
老人出行要走这样的路实在是困难，
便向居民承诺要尽快修复。我们没
想到不到一周就修好了”。路修好
了，老人们串门更方便了。谷和平
说，“现在老人们经常到一家太阳好

的门口聊天、打牌，热热闹闹，原来路
不好，串门就不大方便”。

鸠江区交运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13日现场看了后我们就决定要立刻
动手，否则一旦降温，混凝土浇筑施工
就无法开展，好在我们紧赶慢赶实现

了老人们的心愿，让他们在新年前就
能走上这条路，为了防止老人滑倒，我
们在路面做了防滑纹。从进场到完工
用了5天，其中停了一天是因工人需祭
扫，实际只用了4天，最后一天我们赶
工到凌晨3点”。 记者吴敏文/摄

踏上“连心路” 十户老人喜迎新年

新修好的道路新修好的道路

去年12月5日，芜湖神山公园
曾因野猪出没而采取封园围捕行
动。（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