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下
载
封
面
新
闻A PP

掌

握

更

多

资

讯

2021年11月15日 星期一 责编龚爱秋 版式宜文 总检张浩四川08

2万头野猪成灾 通江聘请“外援”猎杀
专业捕杀队两天半时间仅捕杀8头，当地计划今年捕杀750头的目标恐难完成

近年来，随着生态环境不断好
转，野猪种群日渐扩大已成泛滥之
势，危害百姓生命财产安全。北
川、青川、朝天、通江被列为全省野
猪防控试点县，近期，各地相继展
开猎杀行动。

封面新闻日前报道通江县聘
请“外援”猎杀野猪的消息后，“如
何提升猎杀效率”、“野猪肉怎么处
理”这两个话题，成为网友们热议
的焦点。

没有枪就别贸然行动

绵阳江油捕猎救助中心是四
川省目前唯一一支拥有持枪证的
专业团队。近段时间，团队相继受
邀前往通江、北川开展猎杀行动。

年过五旬的成涛是该中心负
责人，他与野猪打了三十多年交
道，是一名资深猎手。成涛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反复告诫：没有猎枪就
不要贸然行动。他说，有的地方利
用长刀围砍的原始战术，对付体型
较小的野猪尚可，如果遇到体型较
大的则极度危险。即使有枪，开枪
时也要选好角度，最好是一枪毙
命，因为野猪受伤后，往往会原地
折返，见人拱人见车拱车，蛮力惊
人。本次通江县所猎杀的 8 头野
猪，均是一枪毙命。

猎犬是最重要的伙伴

追踪、围捕野猪，离不开优秀
的猎犬。“一般的猎犬，撵兔子、麂
子尚可，和野猪搏斗，就派不上用
场了，弄不好反而会被野猪咬死。”
成涛的团队共有 60 多只猎犬，大
部分是从凉山州引进的，另外还从
国外进口了一部分。这些百里挑
一，甚至千里挑一的猎犬，价格自
然不菲，每头从四五万元到十多万
元不等。

即便如此，11月11日上午，成
涛的团队在绵阳北川境内围猎时，
一只刚从国外引进、价值6万元的
猎犬不幸阵亡。这是该团队今年
阵亡的第四条猎犬。

成涛认为，当下是捕猎野猪的
最佳时期。因为进入冬季，树木叶
子脱落，林间视野好，野猪一旦现
身就很难逃脱。

林业部门：
严禁食用野生动物

对于捕杀的野猪，通江县采用
生石灰消毒，就地挖深坑掩埋。为
此，有网友表示遗憾：“野猪肉多好
的一道美味啊！”“如果750头都埋
掉，太可惜了。”还有网友打趣：“简
直就是暴殄天物啊！”

对此，通江县野生动物保护中
心主任李斌表示，严禁食用野生动
物，法律有明确规定。对于捕杀的野
猪，须按照标准流程处置。在捕杀量
比较大的情况下，经过严格的检验
检疫后，可以加工成动物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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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猪暂时消停了。”11月12日，巴
中市通江县至诚镇元山子村，曾屡遭野
猪侵扰的一位村民告诉记者。

5天前，来自绵阳江油的一支专业捕
杀队伍，在当地展开行动。两天半时间，
仅捕杀野猪8头。“不是我们不行，而是野
猪攻击性非常强，捕杀并不容易……”作
为四川省唯一一支拥有持枪证的专业队
伍，江油捕猎救助中心负责人成涛表示。

据2020年底统计数据，通江境内有
野猪约2万头。今年7月，通江县被纳入
四川省四个野猪致害防控试点县之一。
按照《通江县野猪危害防控点工作方案》，
至 2021 年底计划捕杀野猪 750 头。不
过，由于本土缺乏专业队伍，通江县野生
动物保护中心主任李斌很焦灼：这个目标
任务很难完成。

困局一：捕杀难
犬围枪击，两天半仅捕杀了8头

11 月 6 日清晨 7 点，天刚放亮，成涛
所在专业队派出的 4 位队员，与通江县
林业局、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一起，
组成捕杀队，向北部山区进发，开始了
今冬首场捕猎行动。

本次行动目标圈定至诚镇与两河
口镇。当地海拔 1000 余米，植被茂密，
野猪出没频繁。至诚镇的元山子村，是
野猪活动频率最高的村庄。在村民带
领下，4 位猎手人手一支猎枪，带着 7 只
猎犬进入密林区。不久，随着一声枪
响，一头被猎犬包围的野猪被猎手击
毙。在接下来的两天半时间里，捕猎队
翻山越岭，共捕杀 8 头野猪。

捕杀过程中曾出现险情。李斌回
忆，一次他们正围观一头被打死的野猪，
突然，另一头野猪在猎犬追逐下，从几米
远外窜过来，几个人受到惊吓，赶紧爬上
一棵树避险。

“野猪攻击性非常强，没有优秀的猎
狗、没有枪，就不要贸然出手。”成涛说，
作为四川目前唯一一支拥有持枪证的专
业队伍，他的团队装备精良，队员身经百
战，有60多只从凉山州和国外引进的猎
犬。但即便如此，11 月 11 日，离通江县
400 公里外的绵阳北川境内，捕猎队员、
猎犬与野猪激烈搏斗，一只刚从国外进
口、价值高达6万元的猎犬不幸阵亡。

本次行动聘请“外援”，通江县也是
不得已而为之。此前，当地与野猪的“战
斗”，采用的是原始而极度危险的方式：村
民集中起来，仗着人多势众，带着土狗或
敲锣打鼓驱赶。去年 12 月，通江组织过
一次集中捕杀行动，十多人带着 20 多条
猎狗进山，3天时间只捕杀了2头野猪。

“狗群成功围堵了其中一头野猪，待
其体力耗尽，队员手持长刀砍杀，野猪激
烈反抗，直接将木质刀柄折断，带着断刀
逃离。”李斌回忆，7 天后，他们才在山林
中找到这头野猪的尸体。这次集中捕杀
行动，共计造成8条猎狗伤亡。

困局二：数量多
全县2万头，糟蹋粮食偶尔伤人

今年7月，通江被纳入全省野猪致害
防控试点县后，县政府很快出台工作方
案。该方案指出，“2020 年，各乡镇对辖
区野猪种群数量进行了初步调查，全县野

猪约 2 万头，各乡镇均有分布，已严重威
胁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

事实上，通江境内野猪数量已达到非
捕杀不可的地步。“七八月份，苞谷、红薯
成熟了，野猪经常下山啃玉米、拱红薯，偶
尔还伤人。我们年纪大了，不敢招惹它。”
唱歌镇干渔沟村一张姓村民无奈地说。

为了弥补群众损失，通江县在财力紧

张的情况下，拿出40多万元购买野生动
物致害政府救助保险。

“今年 4 月以来，仅仅是和野猪有关
的理赔案件，已经立案的就多达707件。”
李斌介绍，截至目前，全县已成功理赔
206件，赔付金额超过3.2万元，目前仍有
近 500 件正在办理，赔付金额预计超过
10 万元。“案件太多，保险公司人手严重
不足，我们已经接到很多受损农户投诉
了。”李斌坦言，购买保险治标不治本，毕
竟野猪走了还会再来，“群众要求捕杀野
猪的呼声很高”。

李斌介绍，对于野猪致害损伤农户利
益问题如何解决，国家和省上目前还没有
出台相关政策，通江县只能摸着石头过
河，在组建野生动物致害防控队伍的同
时，协助受损村民固定证据、开展野猪种
群普查和防控知识宣讲等。

困局三：受制多
缺乏专业队伍，今年任务难完成

通江县防控工作方案指出，按照每平
方公里捕杀不大于2只的标准，对野猪种
群进行调控。

“受政策和法律法规限制，捕杀野猪
必须由政府组织，村民和民间组织捕杀是
违法的。而政府组织捕杀，又不能使用电
网、兽夹等可能伤害到其他野生动物的器
具，也不能设置陷阱或使用药物。”通江县
野生动物保护中心工作人员徐永刚说，受
这些条件限制，他们面临的挑战不小。

目前，通江林业部门共申报了6支捕
猎队伍，对其中力量最强的一支队伍重点
支持。“希望能为他们申请到枪支。没有
枪，捕杀就更难了。”李斌说。

为了完成今年捕杀 750 头野猪的任
务，通江县聘请了来自绵阳江油的专业队
伍。“他们的猎犬非常壮实，可以直接咬死
野猪。猎手身手也不错，几乎都是一枪毙
命。”李斌对这支专业队伍的装备很满意，
但遗憾的是，该专业队在通江工作两天半
后就撤离了。依据最终捕杀的野猪数量，
通江县按每头2000元的标准，向对方支
付了包干费用。

“申请持枪证很复杂，是一个漫长的
过程。”李斌表示，难度不止于此，“就按今
年750头计算，如果全部外聘专业人员，
费用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今年的目标
看来很难完成了。”

被猎杀的野猪。

专业捕杀队准备上山捕杀野猪。

工作人员掩埋被捕杀的野猪。

通江林业局工作人员拍到的野猪。

捕猎者说：
目前是
最佳猎杀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