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调查：遛狗不拴绳，怎么看？

经过 4月的连续阴雨天，5月放晴之
后，出来遛狗的人明显增多，不少在公
园、湘江风光带散步的居民感慨，“感觉
突然之间多出好多狗。”

连日来，我们对白石公园、雨湖公
园、湖湘公园、菊花塘公园、湘江风光带
等处进行实地走访发现，大部分市民在
遛狗时牵了狗绳，但也有部分市民因遛
狗不牵绳，引来散步人群的不满。

5月 8日傍晚，家住岳塘区湖湘西路
的唐女士牵着 4个月大的小狗去湖湘公
园游玩。行至一个小山坡处，迎面冲来3
只大型犬，围着小狗吠叫不停，吓得唐女
士赶紧将小狗抱起，既害怕大狗咬伤自
己，也害怕小狗受伤，而此时 3只大狗的
主人手中拿着解套的绳索，并未上前解
围。

像这样的现象还有很多。散步的群
众尤其是带着老人、小孩出行的人，对此
怨声载道。除此之外，公园内常见到宠
物留下的粪便，而给宠物带嘴套的情况
也极少出现。

“希望有部门可以管一管这些不文
明的人！”一名市民说。

争议：家犬咬伤人，谁之责？

“狗又咬人了，又要赔钱！”4月中旬，
雨湖区的黄女士向老公抱怨，因为老公
没将家犬拴好，狗将一名骑电动车经过
的妇女咬伤。而这，已是她家的狗第二
次咬伤人了。

黄女士家养着一条中华田园犬。这
是一只 6岁大的成年犬，平时性格温顺，
很少吠叫。黄女士将其拴在自家院子
里，即使出去遛狗也都拴着狗绳。可她
的老公觉得，老是被拴着，狗会不舒服，
有时会在晚上偷偷解开绳索，让它自由
活动一会儿。一年前，邻居家一名小孩
因为喜欢狗，独自跑来逗它玩，用手扯狗
的尾巴，结果被狗反咬一口。黄女士得
知后，只好赶紧赔礼道歉，将孩子送到医
院打狂犬疫苗，赔付了900余元医药费。

然而，上个月狗再次咬伤路人，这次
赔付了医药费 400元。“可有时是别人主
动打了狗，也要我们负全责，我认为不合
理。”黄女士说。

家犬咬伤他人，到底该由谁负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作出了明确
规定——

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
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
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可以不承担或者
减轻责任。

违反管理规定，未对动物采取安全
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
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
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造成的，可以
减轻责任。

遗弃、逃逸的动物在遗弃、逃逸期间
造成他人损害的，由动物原饲养人或者
管理人承担侵权责任。

因第三人的过错致使动物造成他人

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向动物饲养人或
者管理人请求赔偿，也可以向第三人请
求赔偿。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赔偿
后，有权向第三人追偿。

管理：不文明养犬者，谁能管？

2019年底，市公安局、市民政局、市
农业农村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卫生
健康委员会、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城市
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等 7个部门联合发布
《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区养犬管理工作的
通告》，其中明确，饲养犬只的单位和个
人应当依法履行动物疫病防疫义务，对
犬只进行兽用狂犬病疫苗的免疫接种；
携带犬只外出时，应当用犬绳牵引犬只
并为犬只佩戴嘴套，并即时清除犬只排
泄的粪便，主动避让行人、车辆；携带犬
只乘坐电梯或者上下楼梯时，应当避开
高峰时间并主动避让他人，同时采取有
效措施防止犬只伤人，等等。

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仍面临不
少难题。“以我们公安机关为例，一般是
进行劝导，责令改正，但很多人当时听
了，等我们一走，下次还是不牵绳。”市公
安局相关负责人说。除此之外，未及时
清理粪便等不文明行为的取证也十分困
难。

这一次，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动物防疫法》给了大家底气。

该法明确规定，单位和个人饲养犬

只，应当按照规定定期免疫接种狂犬病
疫苗，凭动物诊疗机构出具的免疫证明
向所在地养犬登记机关申请登记。携带
犬只出户的，应当按照规定佩戴犬牌并
采取系犬绳等措施，防止犬只伤人、疫病
传播。如违反规定，对饲养的犬只未按
照规定定期进行狂犬病免疫接种的，将
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
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一千元以下
罚款；逾期不改正的，处一千元以上五千
元以下罚款，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委托动物诊疗机构、
无害化处理场所等代为处理，所需费用
由违法行为人承担。

除此之外，该法明确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实
施动物疫病强制免疫计划，并对饲养动
物的单位和个人履行强制免疫义务的情
况进行监督检查；乡级人民政府、街道办
事处组织本辖区饲养动物的单位和个人
做好强制免疫，协助做好监督检查；村民
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协助做好相关工作。

从此，“强制免疫”有了明确的主管
单位，部门之间推诿的情况将不复出现。

服务：文明养犬人，怎么做？

去年，湘潭县为维护人民生命安全，
在县城启动流浪狗整治行动。家住易俗
河镇凤凰东路的陈女士害怕自家狗被人
当成流浪狗，于是四处咨询办理犬类防
疫证一事，最终来到一家宠物医院。

这家名叫“安心动物诊所”的宠物
医院是湘潭县犬类动物防疫接种点。
陈女士在此为自家狗打了狂犬疫苗后，
提交了自己的家庭住址、电话，狗的姓
名、品种、毛色、性别、年龄等信息及狗
的寸照，即办理了一张《湖南省宠物免
疫证》，并拿到了一个可以挂在狗脖子
上的“免疫牌”。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
疫法》5月 1日正式实施以来，不少市民
来电咨询办理宠物防疫证明一事。

我们咨询湘潭市公安局相关科室负
责人得知，目前，我市尚未对办理狗证等
作出强制要求，全市即将召开公安、畜牧
等相关部门的联席会议，对此事进行商
讨，未来将明确办理犬类防疫证的主管
单位及相关流程，我们也将追踪此事，并
第一时间告知市民。

此外，市民可到有动物防疫接种点
资质的宠物医院，为宠物接种各类疫苗，
同时在外出时为宠物牵上绳索、戴上嘴
套，及时清理宠物粪便等，既是对他人负
责，也是对自己负责、对宠物负责。

在岳塘区宝塔街道盘龙社区湖南安
装公司家属小区，有一个近600平方米的

“花园”，种着数百种花卉。而这个“花
园”是小区提质改造后，由喜欢种花草的
居民自掏腰包建起来的。

“花园”建在两栋居民楼之间，大约
100多米长，里面种植了绣球花、月季、铃
铛花、百合花、枫树等数百种植物。此
外，还有爬满了竹木架的藤蔓和一盆盆
造型各异的盆景。

“这里的花大部分是颜湘萍种的。
她从搬进小区开始，就在自家附近种花
养草。”小区居民张女士告诉我们，这个
小区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由于条件
受限制，颜湘萍种植的各种花草大多只
能摆放在小区的角落里。两年前，这个
老旧小区进行了一次提质改造，硬件设
施和环境卫生大为改观。去年初，颜湘
萍开始将原有的鲜花集中栽种，又在黄
土裸露的花坛和空地上补种了一些花
草。

颜湘萍的举动得到了小区居民的支
持。不少居民也加入到绿化、美化小区
的行列中。有的拿来自家的鲜花，有的

挑来肥沃的土壤，有的帮忙修剪花枝，有
的帮忙搭竹木架，年纪稍大的居民则帮
忙浇水施肥。经过大家的努力，小区大
部分空地被各种各样的花草覆盖。“这
个花园虽然面积不算大，但是品种繁

多，一年四季都有鲜花开放，现在一走
进小区，花香缕缕，仿佛置身百花园，
一些以前嫌小区环境不好的居民重新
搬了回来呢。”一位正在赏花的居民得
意地说。

居民在小区花园赏花。

一台洗衣机
温暖独居老人
本报讯（记者 王希台 通讯员

吴敏）“洗衣服时先按‘电源’，再按
‘开始’按钮。”“洗床单这种大件的
时候，按这个按钮。”……5月 10日，
在市发改委和社区工作人员的指导
下，岳塘区下摄司街道半边街社区
的独居老人叶志奇终于学会了使用
洗衣机。

叶志奇是半边街社区的一名失
独老人，今年 77岁，离异，2020年儿
子因意外去世，现独自居住在迎建
村。老人患有糖尿病、高血压、冠心
病、风湿病多年，常年需要靠药物维
持。今年，老人又检查出患有疝气，
疾病缠身的他无法清洗衣物、床单
等用品，生活十分不便。

得知叶老的情况后，半边街社
区联点单位——市发改委立即捐赠
了一台价值千余元的全自动洗衣
机，以解决叶老洗衣难的问题。

“以前我‘洗’衣服只能靠水泡，
洗不干净，现在好了，有了洗衣机，
操作也简单，特别感谢你们！”叶志
奇老人感激地说。

5月7日，湘潭生态环保协会传来喜讯：协会湿地野生动物
保护项目专员戴海斌荣获全省“圣辉·护生功德奖”关爱自然类
优秀个人奖。

戴海斌从小就喜欢动植物，2011年加入协会以来，他护鸟
巡查累计两万余公里，遍及湘潭 5个县（市）区所有乡镇，拆除
400余张鸟网，救护了 50多只鸟（其中国家二级保护鸟类 6
只），救护果子狸、鬣蜥等野生动物6只，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护
鸟队长”。

加入环保组织，带头爱鸟护鸟

戴海斌出生在雨湖区万楼街道富强村，自小喜欢去河边、
草地、山林，看莺飞草长，听鸟儿啼鸣，经常劝说同学不要用弹
弓打鸟、掏鸟窝、捕鸟。

2011年他加入湘潭生态环境保护协会后，更激发了他对
保护鸟类的热情。2016年他加入湖南生态保护联合会湖南护
鸟营后，主动学习野生动物保护知识，向专家请教，掌握了 70
余种常见鸟类的名称和习性，成为一名野生动物保护的“土专
家”。

戴海斌常常接到村民打来的求助电话：“家里飞来了一只
鸟，飞不起了，要送到哪里去？”“田里捡到一只小动物，腿部受
伤了，怎么办？”每次他都会第一时间赶到村民家，将受伤的鸟
儿送到湘潭市野生动物救护站，交给专业人员护理，待其康复
后放飞。

2018年11月1日，湘潭县花石镇一村民来电称，有一只鸟
被人用弹弓打伤了。戴海斌看了从微信上传来的图片后，认定
这是一只雀鹰，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他马上驱车86公里，
把受伤的雀鹰接到市野生动物救助站，还把这位村民发展为湘
潭护鸟营的成员。

组织公益活动，宣传爱鸟护鸟

2014年开始，湘潭生态环保协会在湘潭市林业局、湖南生
态保护联合会指导下，开展湿地与野生动物保护宣传工作，每
年的“湖南爱鸟周”“世界湿地日”“世界野生动植物日”等节日，
戴海斌都组织活动，让湿地保护、爱鸟护鸟、保护环境的理念深
入人心。

前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戴海斌专门录制了“禁止
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禁止猎捕野生动
物”“保护野生动物、抗击新冠疫情”等音频资料，在各个相关节
日里，开展野生动物保护宣传，用心守护鸟儿安宁。

去年 12月底，摄影爱好者在雨湖区长城乡拍摄到一只国
家一级保护珍稀鸟类彩鹮。戴海斌组织护鸟志愿者以及乡、村
干部每天在藕塘附近巡查，拆除附近菜地拦鸟网 3张，悬挂爱
鸟宣传、警示牌，向周边村民发放宣传资料，守护这只“明星鸟”
及其栖息地，最后，彩鹮在湘潭停留时间长达45天。

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护鸟巡查

每年冬去春来是候鸟迁徙时节，也是戴海斌最忙的时候。
他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护鸟巡查。今年春天，他组织志愿者与
林业部门工作人员来到雨湖区长城乡犁头嘴走家串户做宣传，
劝导村民拆除鸟网50余张。

有一次，在林业部门的支持下，戴海斌带领10名环保志愿
者驱车50多公里，来到湘潭县射埠镇土桥铺村，在山间地头开
展护鸟行动。他们通过无人机发现4个山头有共1000多米长
的鸟网，于是动手拆除，共拆下鸟网15张。“捕鸟网上还有一只
受伤的虎斑地鸫，我们把它解救出来，送到了市野生动物救护
站。”戴海斌说。

还有一次，他在城郊巡护时发现一处大型捕鸟网阵，12张
鸟网围住了一个山坳，形成“铁桶阵”，23具鸟类残骸悬挂在鸟
网上，惨不忍睹。他立即向市林业局、市森林公安局举报，配合
排查布设捕鸟网的嫌疑人，最终将其抓获。

“区块链”技术
助力垃圾分类精细化管理

5月4日，北京市西城区在德胜街道新海苑小区召开“西城
区实施新《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一周年”工作情况通报
会。

走进新海苑小区，位于小区出入口处的两个生活垃圾分类
驿站已经建成并投入使用，不时有居民前来投递垃圾，物业管
理方派专人负责对垃圾进行二次分拣。新海苑小区目前已经
通过考核验收，成为“北京市垃圾分类示范小区”。一年来，西
城区的“北京市垃圾分类示范小区”已经有55个。

西城区城市管理委负责人介绍，一年来，西城区大力推进
生活垃圾分类和再生资源回收体系“两网融合”。其中，展览路
街道可回收物体系建设已覆盖17个社区，新街口、广内、天桥、
西长安街、广外5个街道也已基本完成了可回收物体系建设工
作。全区使用121辆厢式货车、141辆密闭电动三轮车流动回
收1386个居住小区，实现全区全覆盖。同时，在15个街道采用
App预约上门回收方式，已经覆盖了775个居住小区。

西城区独创性地运用“区块链”技术，依托城市“大脑”和街
道级平台的功能及业务延伸，逐渐丰富区级平台部件库，构建
更为立体的管理平台，推进形成集数据采集、数据统计、考核监
管、决策分析等诸多功能于一身，最终将精细化管理工作落实
到业务流程中，实现垃圾分类的全流程精细化管理。目前，已
完成全区18539个十类垃圾分类责任主体精细化系统GPS定
位工作，为全区2560辆其他垃圾清运三轮车统一安装了“身份
证 ”标 签 工
作。

（来 源 ：
光明网 本报
记 者 吴 珊
李靖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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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未如此热爱动物，也从未如此害怕疾病。

研究表明，70%的动物疫病可以传染给人类，75%的人类新发传染病来源于动物或动物源性食品。动物防疫不再

只是促进养殖业发展的基础，而是和人类健康紧密相关的公共卫生议题。

5月1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正式实施，将“遛狗须牵绳”等写入法律，可见政府重视程度。这

部法律有哪些新规定？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有什么联系？我们特推出“动物那些事儿”系列报道，与您一起关注、探讨。

编
者
按
：

“动物那些事儿”系列报道①
养狗不办证、遛狗不拴绳，违法！

——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5月1日起实施
本报记者 冯叶

近些年，城市中养狗居民

逐渐增多，因不拴绳、散放等不

文明养狗行为引发的侵权事件

和纠纷屡见不鲜，争议不断。过

去，尽管法律对侵权事件发生后

如何追责赔偿已有明确规定，但

仍属于事后补救，如何防患于未

然，成为人们心中的期待。

5月1日开始实施的新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提

供了解决之道。其中规定，养狗不

办证、遛狗不拴绳，属于违法行为！

5月9日，白石公园内多只宠物狗没有牵绳走在人群中。
（本报记者 方阳 摄）

“护鸟队长”戴海斌
本报记者 廖艳霞

老旧小区里，居民建起“百花园”
文/图 本报记者 陈旭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