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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力斩“野味产业”黑色链条
“全面禁食”标本兼治

西安多个墓园因疫情关闭 提醒市民暂不要去祭扫
保护好自己是对逝者的最好告慰

3月 18日一早，西安市民王先生到霸
陵墓园去祭扫，发现墓园关闭，无法进门。
他表示，眼看清明节就要到了，想替大家问
一下，受疫情影响，不知道今年是什么政
策？能不能到墓园去祭扫？

王先生说，距清明节越来越近了，他担
心清明节前后去墓园的人太多，18日一大
早，就出发去霸陵墓园扫墓。

“我从三桥出发，开了一个多小时的
车才到，却发现墓园封闭了，门口贴了一
个灞桥区民政局的通知，说墓园暂时性关
闭，无法祭扫。”王先生说，大老远过来却
白跑一趟，有点郁闷，“我想知道这个是灞
桥区的规定，还是全西安市都是这样？”

王先生还说，自己知道今年情况特
殊，应该是疫情防控的要求，这个大家都
能理解，但是眼看清明节在即，却还没有看
到今年关于清明祭扫的通知，让人着急。

3月 18日，笔者先后联系了霸陵墓园、
西安市殡仪馆以及凤栖山人文纪念园，
问及目前是否能祭扫，得到的回复均是
目前祭扫活动暂停。

西安市殡仪馆工作人员表示，疫情期
间，西安殡仪馆严格按照防控要求，丧事
从简，停开追悼会，对于进入殡仪馆的丧
属都要测温、扫描二维码，近段时间家中
有人去世的，只能进入 5名丧属。扫墓活
动暂时取消。

凤栖山人文纪念园工作人员表示，目
前该墓园只可办理墓位定制、骨灰寄存业
务，其他业务都暂停办理。祭扫活动也暂
时无法接待。

灞桥区民政局殡改办的田先生表示，
霸陵墓园目前也只能办理骨灰安葬和骨灰
寄存的业务，祭扫暂停，希望市民们理解，

“留电话的家属我们都陆续通知了，但还是
有一部分人通知不了。”

据了解，目前各个墓园执行的，都是
陕西省民政厅社会事务和殡葬管理处 1
月 26日印发的《关于加强殡葬服务机构
疫情防控工作的紧急通知》。通知中明确
规定，鉴于目前各殡葬服务机构祭祀人流
密集，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请各公墓管
理单位通过当地电视台或公告等形式，倡
导广大市民改日祭扫，减少公众聚集活
动。对人流量特别大的公墓，可根据当地
实际情况考虑关闭墓园，并做好宣传解释
工作。

笔者从省民政厅社会事务和殡葬管
理处获悉，目前我省清明祭扫的政策还在
等待审批，还未最终公布，各地市可根据
本地市疫情防控的情况，制定各地市的祭
扫政策。该处工作人员张先生表示，西
安、咸阳等地市今年很可能都会暂停祭

扫，建议市民在政策未
公布之前，不要自发去
祭扫。保护好自身的生
命与健康安全，也是对
逝者的最好告慰。

（毛蜜娜）

疫情犹在，临近清明，改革创新祭祀
方式被人们又一次提及。郑州市提出的

“开展网上传热和代祭活动”就是一种
“云祭扫”。此前，广东、甘肃、江苏、四川
等省份的不少地市已经开了先河，对现
场祭扫予以停止或限制，倡导各公墓设
立“网上公墓”，推广完全没有污染、且更
为文明的“云祭扫”。

但事实上，推广“云祭扫”并不容易，它
的瓶颈在哪里呢？主要还是认知上的误
区。比如“云祭扫”是对传统文化的藐视，
再比如“云祭扫”是在消费死者等等，最终
的结论是“云祭扫”不太靠谱。其实，对“云
祭扫”持不认可态度者也并非拒绝现代科
技带来的便利，对传统的国人来说，扫墓乃
严肃、庄重的仪式，亦为源远流长的中国文
化的象征之一，如今要转换祭祀方式，的确
会让一些人思想上“转不过来弯”。

要让“云祭扫”真正成为大众化的祭祀
方式，要从认知上予以教育引导，毕竟几千

年来形成的传统丧葬习俗，有不可否定的
深厚文化积淀和合理的成份。

从另一方面看，传统的扫墓形式是祭
奠者亲自到逝者的坟前哀悼，本质还是寄
托思念，“云祭扫”是否就不能达到此目的
呢？“云祭扫”通过社交软件，利用互联网
进行线上祭祀，还能在手机上“参观墓穴”

“购买祭祀品”等等，既满足了人们祭奠逝
者的心愿，也充分体现了绿色文明祭扫的
风尚。同时，“云祭扫”在缓解交通压力、
减轻管理成本等方面亦有积极作用，实现
了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并举，也使祭祀
效率大为提升。

目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国内还未过去，
在国外形势日益严峻，推广“云祭扫”更是
十分现实且必要。 （姚村社）

推广“云祭扫”十分现实且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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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乃育 绘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滥食野生动物的突
出问题，以及由此给公共卫生安全带来的巨大隐
患，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全国多地公安、林业以
及市场监管部门开展相关专项行动，对非法猎
捕、贩卖、食用野生动物进行全链条打击，效果显
著。执法部门在打击涉野生动物违法犯罪活动
的过程中发现，野味消费群体庞大、盗猎利润惊
人、鉴定难度大成本高等问题，成为盗猎野生动
物黑色利益链条得以在地下运转的重要原因。

近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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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全面禁
止食用野生动物。那么，被称为史上最严的“全
面禁食”《决定》，能否彻底斩断非法盗猎的肮脏
黑手、管住滥食野味的“血盆大口”？

阅 读 提 示

3月18日，商洛市洛南县三要镇三要街社区移民搬
迁安置点的商洛荣要达服饰有限公司车间内，100 余名
工人正在忙碌着，熟练地加工着手套、服装等产品。该

公司依托苏陕扶贫协作项目，辐射带动 100 余名富余劳
动力进厂务工，平均每月增收 2000 元以上，真正实现让
搬迁群众在家门口安居乐业。 姚渤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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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网 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高
政 3月 18日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
上说，截至 3月 16日，全国已有 28个省（区、市）
3714 家 A 级旅游景区恢复对外营业，复工率超
过 30%，已恢复开放的旅游景区主要为山岳型
景区、开放型景区和市民公园等室外旅游场所，
总体运行平稳，未出现疫情异常情况。

此外，截至3月15日，陕西、上海、四川等地180
多家博物馆恢复开放。

陕西省猪肉价格回落 鸡蛋价格走低
本报讯（高乐）3月 18日，陕西省发展改革委

发布消息，上周四至本周三，我省蔬菜价格继续
下降，成品粮、食用油、方便面、纯牛奶、民用燃
料价格平稳，水产品、高档酒价格稳中有降，猪肉
价格回落，鸡蛋价格走低。

我省农贸市场蔬菜销售价格监测显示，重点
监测的 23 种蔬菜市场平均价格为每 500 克 3.23
元，比 3 月 11 日下降 5%。分品种看，23 种蔬菜
中4种价格上涨，18种价格下降，1种价格持平。

成品粮价格平稳，面粉（特一粉）全省平均销
售价每 500克为 2.08元，大米（粳米）全省平均销
售价每 500克为 2.87元，均与 11日持平。猪肉（剔
骨后腿肉）全省平均销售价每 500克为 29.36元，鲜
牛肉（剔骨）全省平均销售价每500克为38.77元，鲜
羊肉（带骨）全省平均销售价每 500克为 38.24元，
鸡肉（白条鸡）全省平均销售价每 500克为 13.02
元，鸡蛋全省平均销售价每500克为3.76元。

3月18日，在西安市雁塔区乐游东路，40余名工
人正在给道路两侧的建筑物搭上脚手架。为迎接十四
运，西安市雁塔区计划在2020年底完成18条街巷的
提升改造，全力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工作。 杜成轩 摄

为缓解疫情期间临床用血紧张，血液募捐困难
的情况，3月18日，商洛发电公司团委积极响应商洛
团市委“雷锋月里学雷锋 无偿献血抗疫情”号召，
组织15名志愿者无偿献血5600毫升。 陈晓莉 摄

全国已有3714家A级旅游景区恢复营业

西安市预防接种门诊逐步开放 需提前预约
本报讯（赵杨博）3月 18日，西安市

疾控中心发布消息，因疫情特殊时期，造
成适龄儿童未能及时接种免疫规划疫
苗，目前西安市预防接种门诊正在逐步
开放，已开放的接种门诊均采取APP、电

话、短信等方式进行预约接种工作。
预约成功的儿童家长在前往接种门

诊前，需确认儿童的健康状况，携带身份
证、儿童预防接种证等有效证件，严格按
照预约时段带领儿童前往接种。同时，

要做好个人防护，减少与其他人的接
触。一名儿童建议由一名家长陪护，到
达接种门诊后按要求出示扫验“一码
通”，并填写接种前承诺书。接种留观过
程中，注意与他人保持安全距离。

本报讯（张毅伟）3 月 18
日，陕西省卫生健康委发布消
息，针对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
近日印发《公众科学戴口罩指
引》，对普通公众而言，居家、
户外，无人员聚集、通风良好
时，可不戴口罩。

科学戴口罩，对于新冠肺
炎、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具有
预防作用，既保护自己，又有
益于公众健康。目前，在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形势下，引导公
众科学戴口罩，有效防控疫
情，保护公众健康。

居家、户外，无人员聚
集、通风良好。防护建议：不
戴口罩。

处于人员密集场所，如办
公、购物、餐厅、会议室、车间
等；或乘坐厢式电梯、公共交通
工具等。防护建议：在中、低风
险地区，应随身备用口罩（一次
性使用医用口罩或医用外科口
罩），在与其他人近距离接触
（小于等于1米）时戴口罩。

咳嗽或打喷嚏等感冒症
状者。防护建议：戴一次性使
用医用口罩或医用外科口罩。

与居家隔离、出院康复人
员共同生活的人员。防护建
议：戴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或医用外科口罩。

处于人员密集的医院、汽车站、火车站、地
铁站、机场、超市、餐馆、公共交通工具以及社
区和单位进出口等场所。防护建议：在中、低
风险地区，工作人员戴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或
医用外科口罩。

在养老院、福利院、精神卫生医疗机构等，
以及学校的教室、工地宿舍等人员密集场
所。防护建议：在中、低风险地区，日常应随
身备用口罩（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或医用外
科口罩），在人员聚集或与其他人近距离接触
（小于等于1米）时戴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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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杀野生动物猖獗捕杀野生动物猖獗

大量证据表明，野生动物与疫情的暴
发和病毒的传播有密切关系。近日全国多
地开展打击野生动物违法犯罪行动，从抓
获的人员数量以及缴获的野生动物数量来
看，高压之下野生动物违法犯罪依然存在。

城市中的集贸市场往往是盗捕贩卖野
生动物黑色利益链条上的最后一环。在近
期的专项行动中，还查获了许多野生动物
尚未进入公共流通领域，由盗猎者和买家
私下交易的案件。除私下售卖给个人外，
一些餐饮店为了短期经济利益，也会主动
联系盗猎者，帮助其销赃。

相比于东部沿海省份，西部省份山多
林茂，打击野生动物犯罪形势也很严峻。1
月 23日至 2月 2日仅 11天的时间，四川省
森林公安机关检查各类农（水）产品贸易市
场、商超、餐饮场所及野生动物驯养繁殖场
所 9587处，破获 5起涉野生动物刑事犯罪
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 13人。与四川相邻
的云南省1月24日至2月2日期间，森林公
安机关刑事案件立案 14起，抓获嫌疑人 10
人，查处林政案件39起。

绿色未来环境保护协会负责人宋克明

曾赴多地调查野生动物贩卖和食用情况。
他说，当前野味消费在民间较为常见，既有
野兔、野猪、野鸡、麂子等常见野生动物，也
有穿山甲、猫头鹰等保护动物。

盗猎团伙铤而走险盗猎团伙铤而走险

高压之下为何依然有这么多人铤而
走险？一些动物保护人士和基层干部认
为，野味消费群体庞大，盗猎利润惊人，
是导致野生动物盗猎犯罪屡禁不绝的根
源。同时，盗猎工具管理松散、盗猎手段
的科技化，以及高利润诱发的盗猎者职业
化也让野生动物保护部门的保护成本越
来越高、难度越来越大。

野生动物消费群体有多大？2019年
公众号“反盗猎重案组”的创办人杨杰和
众多志愿者一起收集了微博和微信上民
间举报的野生动物非法捕猎、养殖与交易
的信息，这些主要集中于民间的非法捕猎
和以集市、餐馆、花鸟市场为主的线下交
易的信息高达1217条。

盗猎贩卖野生动物利润如何呢？“一只
熊的收购价格有时候能到1万多元，鸟类虽
然单价不高，但由于数量巨大，还有些‘中
间商’把逮到的鸟催肥后再卖，利润多时能

达到种地的十倍以上。”一位多年从事野生
动物保护的护林员介绍。

世界动物保护协会科学家孙全辉称，
盗猎贩卖野生动物的暴利如同“走路时弯
腰就能捡到钱”。他说，在一些野味饭店
里，珍稀野生鸟类有的售价高达数千元，但
捕捉、毒杀成本极低。

显然，想堵住非法盗猎野生动物，从限
制作案工具入手是至关重要的一环，但目
前对野生动物捕捉工具的管控仍有漏洞。
尽管法律法规都明令禁用盗猎工具，但大
多只包括了猎枪和毒药等，而对生产和销
售捕捉网是否合法尚不明确。同时，日益
发展的电商网络也让许多非法盗猎者可以
更加方便地购买各种捕兽、猎鸟装备。

管控细节仍需完善管控细节仍需完善

多名从事动物保护的业内人士表示，
《决定》的颁布从法律层面上明确了“全面
禁食”，从目前看是一条标本兼治的良方，
同时在日后的执法过程中，也有一些细节
需要注意。

一是明晰执法主体间职责。当前《野
生动物保护法》的执法主体涉及林业、农
业、公安、市场、海关等多个部门，容易出现

职责不清及相互推诿现象。亟须厘清各部
门间工作职责范围，建议按照是否有经营
许可，违法行为发生地域等，区分部门监管
职责，避免推诿扯皮。

二是完善相关部门协调联动机制。在
目前法律框架下，建议各级有许可权的野
生动物监管部门，对涉及流通领域中的相
关市场、经营户、餐饮单位等经营主体许可
以及养殖环节销售去向等数据，实行同级
相关执法部门抄报制度。同时，加强部门
间协作力度，强化专业培训，加强执法协
作，形成监管合力。

三是建立“白名单”制度，明确科学界
定野生动物保护范围。目前我国现有国家
重点保护动物408种，省级重点保护动物近
千种，“三有”保护动物 1438种，不在任何
保护名录中的动物 991种。建议不同的
保护级别，应遵循的法律法规不尽相同。
要根据实际情况，进一步严格限定可饲养
的野生动物范围，实行清单式管理，清单
外一律禁止。 （张逸飞 郑生竹 兰天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