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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全国人民众志成城，抗击疫情。

面对突发公共事件，各级党委、政府首先责无旁贷，但我们

每一个人都需要行动起来，努力提升公共文明，增强公共意

识，践行公共道德，规范公共行为，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贡献一份力量。

下期话题·评论主题为“公共文明 你我同行”，您对战疫

中如何提升文明意识，增强文明素养有什么想法和见解？欢

迎来稿与我们交流。

投稿邮箱：sufferwork@qq.com，截稿日期3月16日。

投稿时请注明“话题评论”栏目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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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11日话题·评论B4

野生动物非法交易屡禁不止，

“野味产业”依然规模庞大。为了人

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全面禁

食野生动物，严厉打击非法野生动

物交易，民心所向！

从立法角度来说，我国用于规范

野生动物交易的法律并非“一片空

白”。《刑法》《野生动物保护法》《动

物防疫法》等各个层级的法律法规

都有规定，但纳入“禁食”范围的对

象仅限于“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和没有合法来源、未经检疫合格的

其他保护类野生动物”。十三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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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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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无疑是体现了巨大决心。

从公共卫生和防疫角度来讲，无

论是重点还是非重点保护的野生动

物，都潜藏着不小的风险。为了从源

头上防范和控制重大公共卫生安全

风险，决定在野生动物保护法的基础

上，以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动物为导

向，扩大法律调整范围，确立了全面

禁食野生动物的制度。违反现行法律

规定，在现行法律基础上加重处罚，

体现了更加严格的管理和严厉打击。

当前，野生动物交易监管仍存在

多头管理、职能交叉、权责模糊等问

题。在一些地方，与野生动物相关的

经济活动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导致地方政府监管动力不足。各地

健全执法管理体制，明确执法责任

主体，落实执法管理责任，将有力化

解这一难题。

法治的基础在立法，但法治的关

键在执法。加强涉野生动物违法犯

罪行为的执法力度，才能有效打击

违法行为。这提醒我们，一方面有必

要通过改革来整合基层执法力量，

另一方面需要提升执法的专业程度

和“技术含量”。

实现对禁止食用野生动物的全

方位、全链条监管，离不开引入更多

社会力量的参与。比如，加强宣传，

鼓励相关领域的行业协会、餐馆、媒

体乃至普通消费者对违法行为进行

举报、曝光等。通过完善相应的信息

系统和网络执法体系，大幅提升基

层执法效率。

远离野味，就要远离陋习。管住

嘴，是必要的事，但并非易事。管住

嘴，就是与一些地方长期的饮食习

惯作较量、与当地的饮食习俗作斗

争、与自己的饮食味蕾作切割。

长期以来，不少人有“吃什么补

什么”的错觉，有“吃什么养什么”的

误区，有“吃什么治什么”的谬解。甚

至有人不明就里地以为，野味代表

着“新鲜”，野味能够治病等说法。以

讹传讹、美化包装、凭空而来的理

由，无一例外地为这一不生态、不健

康的陋习提供了反科学的说辞。

管住舌尖，就要杜绝侥幸。食

要分材，不能什么都吃，也不是什

么都能吃。很多野生动物之所以被

端上餐桌，并非真是美味佳肴，往

往是因为一些人抱着新奇、刺激、

万一有奇效的侥幸心理食之。殊不

知，因为口腹之欲，极有可能把潜

在的病毒释放出来，把珍稀动物逼

近灭绝。

禁食野味就是承接文明。有些

人、有些地方把野味视作特色资源，

甚至包装成一种饮食文化，折射出

粗放低俗的生活观，必须摒弃。

古人谈饮食文明有“五戒”：戒

纵酒、戒耳餐、戒目食、戒强让、戒暴

殄。古人观念照进现代生活，既要除

饮食之弊，又要兴文明之利。现代人

要有现代人的样子，要有现代生活

的风范。禁食野味，管住嘴，也要“迈

开腿”，从制度、规则与文明出发“起

而行之”，再难都不能松。

越是难禁，越应该禁；越是难

管，越应该管。禁，强力地禁，管，彻

底地管。在这个问题上，就得来一次

“一刀切”。

笔者对公益短片《大自然在说话》

中的一句话印象深刻：我并不需要人

类，人类却离不开我。这部主题鲜明的

短片道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大自

然是人类的母亲，我们理应尊重自

然、顺应自然、感恩自然，与所有生

命体和谐共处，而不是自以为是地

任意主宰其它生命、攫取自然资源、

破坏生态平衡。

一些人为了满足一己之利或口

腹之欲，无视生态平衡，肆意捕杀、

买卖、食用野生动物，这样的行为无

异于将自己的贪欲凌驾于人类共同

的利益之上，也难逃惩罚。苏东坡

《戒杀诗》云:“口腹贪饕岂有穷，咽

喉一过总成空。何如惜福留余地，养

得清虚乐在中。”诗中所传达的爱护

众生、修身自持之理念，对今人仍有

启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对保护环境，保护野生动物早有明

文规定，但仍有少数人罔顾法律法

规，偷捕贩卖野生动物，或盗伐原始

森林、污染江河湖海，对大自然施以

种种野蛮摧残……

其实，从营养价值上来看，野生

动物和家养动物之间的差别微乎其

微。食用野生动物既不能延年益寿，

也不能青春永驻。它们非但不能治

病，还极有可能致病。但总还有一些

人因为个人的愚昧无知或猎奇心

理，破坏人与动物的和谐共生，终酿

大祸。少数人的错误行为，却要整个

社会来买单，这样的教训何其深刻、

何其沉痛！

“亡羊补牢，未为迟也”。疫情之

下，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理智地进

行自我反思，努力清理自己的认知

误区，审视以往的问题和不足，并

痛下决心、切实改进，那仍是一种

可贵的进步。同时，继续推进全民

健身运动的开展，引导群众管住

嘴、迈开腿，增强体质，提升免疫

力，也十分必要。此外，我们还需保

持警惕，强化宣传管理，筑牢管理

防线，防止疫情过后食用野生动物

等恶习死灰复燃。

在打击非法“贩野”、革除“食

野”陋习上，的确该建立最严密的制

度，展现最充分的作为，谋求最显著

的成效，从源头上防范重大公共安

全风险。

虽然此次新冠肺炎病毒的来源

还不太确切，但17年前的非典，病毒

源头已确定是野味——科学家从市

场上的果子狸体内分离和检测到和

SARS病毒完全一样的病毒。非典后

有专家学者警告：野生动物有许多传

染病，一旦人类频繁接触、食用，它们

身上的细菌、病毒和寄生虫就可能传

给人类，且这种细菌、病毒、寄生虫都

是新的属种，人类普遍易染，传染性

就会很强。可见，打击非法“贩野”、革

除“食野”陋习不只是为应对疫情，而

是对公共安全建设长久的保护墙。

物质文明发展到今天，食物得到

极大丰富，人类认知得到飞跃，传染

病疫情也敲响一次次警钟，当代人理

当抵制“野味”，革除不良甚至危险的

饮食陋习。此番表决通过的决定明确

规定，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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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禁止以食用

为目的猎捕、交易、运输在野外环境

自然生长繁殖的陆生野生动物；严厉

惩治非法食用、交易野生动物的行

为，对违反野生动物保护法和其他有

关法律规定，猎捕、交易、运输、食用

野生动物的，在现行法律规定基础上

加重处罚。

除了出台具有法律效力的决

定，远期目标应是修改完善相关法

律。当然，还要以一次次惨痛教训为

例进行大量宣传，让老百姓知晓保

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应加强

野生动物并不具相应功效的科普宣

传，以深度影响“野味”饮食文化。

3 月 3 日是第七个世界野生动

植物日，今年全球的主题是“维护地

球上所有的生命”,我国的主题是

“维护全球生命共同体”。在全球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暴发的

当下，今年这一日子格外引人注目。

世界野生动植物日给了我们一

个机会赞美野生动植物的多样性，同

时也提醒我们，加大打击野生动植物

犯罪迫在眉睫。让我们一起守护这些

美丽的生灵，记住它们，留住它们！

细化措施，全面禁食野生动物。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

议2月24日通过决定全面禁止非法

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

陋习。围绕保护野生动植物，共享美

好家园，全国上下迅速行动起来，织

密野生动物保护网，全面打击非法

野生动物交易。从我做起，从管住嘴

巴做起，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这

样的理念正日益深入人心。

各方共同努力，实现全面禁止

目标。为了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

健康安全，按照决定，凡是没有列入

畜禽遗传资源目录的陆生野生动

物，一律禁止食用，不管是不是属于

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

爱护野生动物，就是着力追求

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野生动物在

生态环境中有其存在的位置和功

能，作为同等生存在自然中的成员，

人类对其应该予以充分的尊重和保

护。与包括野生动物在内的自然万

物和谐共处，与自然和谐发展才是

生态文明时代应有的美好场景。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的肆虐，让我们重新思考：人与自然

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在抗击疫情

的同时，我们应当从保护野生动物，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高度去深刻认

识人与自然的关系。

当前，人们对保护野生动物，对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还未形成全面

的、透彻的认识和共识。人类对自然

的任何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

这是不可抗拒的规律。人与自然和

谐发展不仅要根植在意识中，更要

落实到实践中，形成全社会的行为

准则。只有做到知行合一，才能真正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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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食用野

生动物、非法野生动物交易和狩猎进

行全面禁止，是切实确保全国民众生

命健康安全的必然选择。保护野生动

物，人人有责，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

责任重大，势在必行。

人类和野生动物之间，本应和

谐相处，而不是把野生动物当成美

味，摆在饭桌上。事实证明，许多野

生动物携带着多种病毒，食用野生

动物，就是害人害己，保护野生动

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国家对食用

野生动物、非法野生动物交易和狩

猎进行全面禁止，这是对野生动物

的保护，也是对人类自己的保护。

笔者认为，除了对相关法规和

知识进行全面深入宣传，还应大力

推广健康饮食，倡导文明就餐，使拒

食野味、健康饮食的理念深入人心。

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小事

做起，大家都要对食用野生动物说

“不”，保护野生动物，维护生态平

衡，促进人类社会更加繁荣美丽。

管好自己的嘴，才能保护自己的

命。这句话说起来直抵人心，却始终

无法完全转换成喜爱“野味”之人的

自律行为。而要管住这些人的嘴，单

靠宣传教育、号召引导，效果甚微。只

有筑牢法治防线，提高非法食用野生

动物的成本，才能让欲望让位于自律

和守法，保护好个人和更广大人民群

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从食用“野味”行为再深究一层

不难发现，吃“野味”多发的背后，是

一条非法捕猎、运送、销售的利益链

条。没有利益，就没有买卖；没有买

卖，就没有“野味”。有些人千方百计

夸大“野味”的综合价值，铤而走险捕

猎野生动物，无非就是利益的诱惑，

交易野生动物的每一环都能分得“一

杯羹”。若不能把这样的利益链条连

根斩断，“野味”终究会是餐桌上的一

道菜，时刻威胁着公共卫生安全。

法治是遏制“野味”上桌的有力

武器。法律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各地

要立足当下，放眼长远，深刻汲取此

次新冠肺炎疫情的教训，肩负保障

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职

责，明确执法责任主体，落实执法管

理责任，加强协调配合，加大监督检

查，盯紧每一个环节，严处非法交易

和食用野生动物的每一个行为，斩

断野生动物交易链，让法律法规入

脑入心入行。

生命重于泰山。任何危害人民

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行为，

都将受到法律的严惩。只有让法治

之利剑高悬，才能更好地保护人民

群众安全、守护国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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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除“食野”陋习刻不容缓
何勇海

知行合一，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王智霖

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曹建龙

“禁食野味”这个问题不妨“一刀切”
嘉佑

滥食野生动物将难逃惩罚
杨明强

用法治利剑斩断“野味”利益链条
艾佩韦

严厉打击非法野生动物交易
乃民心所向

实思

编
者
按

非法野生动物交易、滥食野

生动物不仅危害野生动物种群安

全和国家生态安全，而且对公共

卫生安全和人民群众身体健康构

成重大隐患。2020 年 2 月 24 日，十

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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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称《决

定》），对食用野生动物、非法野生

动物交易和狩猎进行全面禁止。

本期我们来听听大家对落实

《决定》，提高全社会的生态保护

和公共卫生安全意识的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