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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4日清晨，天刚放亮，巴中市通
江县空山镇后坝村村民肖后江习惯性地
早起，去田间和羊圈转一圈，查看是否有
野猪光顾。就在一个月前，有野猪闯进
他家羊圈，导致2只羊失踪，1只被咬死。

眼下，随着玉米、马铃薯等农作物逐
渐成熟，包括空山镇在内的部分通江县
北部山区乡镇，又进入了一年一度的野
猪致害高发期。

与生态环境不断变好所伴生的，是
野猪种群泛滥日益造成的不容忽视的危
害。2021年7月，通江县被省林草局确定
为野猪危害防控试点县之一，就在当月，
当地政府邀请专业捕猎队开展首场猎杀
行动，受到广泛关注。

试点近一年，通江县防控成果如
何？7月13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从通江县林业局获悉，去年以来，全县
猎捕野猪数量大约40多头，“这个数据和
目标值差距太大，也远远低于公众预
期。”相关人士坦言。

公众最感兴趣的，当然是紧张刺激
的捕猎场面以及丰硕的战果。在现行法
律政策框架内，通江能否探索出一套行
之有效、可供推广的办法或机制？当是
试点的价值所在。

不算漂亮的成绩单

一年前，绵阳江油一支捕猎队携装

备和猎犬驰援通江，在当地力量的辅助
下，2天半猎杀野猪8头。但在另一个试
点县——绵阳北川展开行动时，这支队
伍付出的代价不可谓不重——一只价值
6万元的进口猎犬阵亡。

按照计划，到2021年底前，通江县要
捕猎野猪750头。“这是在预估总数基础
上，按照一定标准测算出来的。”通江县
林业局野保中心工作人员说，当然，确定
这一目标，把枪支保障考虑了进去。

但事情并未如预期般发展。2021年
7月，绵阳江油这支全省唯一拥有持枪证
的捕猎队伍离开通江后，就再也没回
来。没有“外援”，只得依靠本土力量，由
60多名资深猎户或退役军人组成的4支
猎捕队伍，拿到了合法证照，所有人员均
购买保险，林业部门将捕猎队信息广而
告之，哪个乡镇如有需要，可以聘请前
往，费用仍按每头2000元包干结算。

由于没有枪支，捕猎队采用最传统
的方式：放出猎狗驱赶、包围，一番周旋
待野猪精疲力竭后，猎手再伺机用长刀
或长矛砍、刺。与此同时，林业部门还采
购了十来套不锈钢笼子，在笼内放一些
食物“守株待兔”诱捕，但时间一长，生性
敏感的野猪就不会中招了。

进入7月，各种农作物日渐成熟，野
猪频频进入人们视野。各路求助电话一
天比一天多，4支队伍辗转各地，每天天
刚放亮就进山，饿了啃一口干粮，往往天
黑才收工。

纵然手段原始，也时有捷报传来。
据统计，去年7月以来，全县共捕猎野猪
40余头。虽尚不及2021年度目标值的
零头，但在队伍少、没有猎枪的情况下，
取得这个成果也极不容易。

拉锯状态仍在持续

与主动进攻同时进行的，是积极防
御策略。林业部门在通江县至诚镇试
点，为紧邻山林的大面积农业种植带加
装了2000多米的不锈钢围栏，“确实能起
到一定阻隔作用，但投入太大，显然难以
持续。”此外，林业部门还采购了100多套
声控报警装置，发放给一些重点村镇。

村民们穷尽智慧，与野猪长期战斗。
肖后江养了60多只黄羊，为防野猪侵扰，
他采取圈养模式，但20多天前的一个夜
晚，野猪从一处缺口钻进来，听到羊的惨
叫声后，他循声追去，野猪丢下一只已被
咬死的20斤左右的小羊，一头钻进了松树
林，另两只个头稍大的羊则不知所踪。

虽然没有看到“凶手”的面目，但肖
后江从野猪发出的声音判断，“应该是个
大块头，重量可能300斤以上。”

除了保护羊群，肖后江还要防范野
猪糟蹋玉米、马铃薯。他在地里安装高
音喇叭，循环播放枪声、鞭炮声、哨声，最
初确有一定震慑作用，但时间一长就失
去效果，他经常在手机监控视频看到，野
猪就在喇叭下若无其事地啃食。

听说县里组织有狩猎队，肖后江特

地打电话到镇政府求援，但被告知还需
等一段时间。“玉米很快就成熟了。”他很
着急。

海拔1200米的至诚镇元山子村，因
为去年7月的猎杀行动，野猪消停了相当
长一段时间，但后来卷土重来，如今又重
回人与野猪对峙拉锯的状态。

突破口在哪？
长期遭受野猪困扰的巴中市南江县

仅有一支合法注册的捕猎队伍，也面临
着捕猎力量有限、缺乏强力进攻手段的
困局。

“枪支申请难度极大，目前几乎没有
可能。”一位经验丰富的资深猎户透露，
在众多制约下，采用安全高效的设备是
重要突破方向。“兽夹属于禁用品，它有
金属齿轮，越挣扎咬合越紧，会对动物造
成伤害，甚至可能夹断腿脚。”但兽套能
不能采用呢？这位猎户认为，相较于兽
夹，兽套对猎物伤害性要小很多，且安装
有报警装置，猎户在手机上获取信息后，
可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把对猎物可能造
成的伤害降低到最低程度。

去年以来，巴中市公安、林业相关人
士多次到通江、南江调研，与有经验的猎
户座谈，广泛问计于民，希望能找到可行
的、又不突破政策红线的解决方案。

“对于每一个方案，我们都持审慎态
度，正在深度研究，相信能尽快找到突破
口。”巴中市林业局相关负责人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谢颖

“几年前，家里曾有一头黑熊出逃”

乐至黑熊出没 牵出村民“非法养殖”
当地已介入调查，并展开全面排查

通江野猪泛滥成灾，捕猎成难题

试点防控一年抓了40余头 仅是年度目标零头

近日，资阳市乐至县东山镇方广村
出现一头重200多斤的黑熊的消息在网
络热传。然而，当地没有适宜黑熊等大
型兽类的生存环境，也没有任何熊出没
的记载。对于这头熊的来源，不少网友
猜测，可能是附近养殖场跑出来的。

7月13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在走访中得知，与乐至县毗邻的资阳
市雁江区曾有人饲养过黑熊。随后，记
者前往雁江区，并在该区保和镇文龙寺
村走访时拍到，有村民家中饲养有黑熊。

此事经封面新闻报道后，引起当地
相关部门注意。7月14日，雁江区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公安局等部门派人到达现
场了解情况后，证实村民陈某涉嫌非法
养殖两头黑熊。

目前，两头黑熊已被转移至附近正
规养殖场暂养。针对两头熊的来源等问
题，当地已介入调查。

来源成谜
川中丘陵发现黑熊

网友猜测“是养殖场跑出来的”

“快到上午9点时，我听到隔壁亲戚
在喊，说抓到了。”乐至县东山镇方广村8
社56岁村民唐革（化名）是当天最早看见
黑熊的目击者之一。7月13日，他告诉记
者，当时听见呼喊声后便赶到事发地，此
时，一头熊被“铁丝套”套住不能动弹，

“一看是熊，我就马上给村上打电话了。”
经上报，东山镇政府以及乐至县林

业、公安等部门立即赶到现场。“还是重，
估计有200多斤。”此后，经麻醉的黑熊被
唐革等人用网兜抬到公路边。当天下午

3点左右，黑熊被成都市野生动物救护中
心接走。

据现场视频显示，黑熊被捕获的地
点位于一处桑田边。现场地上有几处明
显的坑洼，旁边还有疑似黑熊的抓痕。

“去年家里不见的羊、被破坏的养蜂箱，
可能都是这头黑熊所为。”唐革说。

据乐至县林业局副局长蒋林介绍，
去年6月开始便接到村民反映，说村里可
能有野生动物，玉米、枇杷、李子等被偷
吃了，家里饲养的家禽也莫名失踪，“组
织了几次搜寻，但一直没找到。”

蒋林说，从村民反映的情况来看，黑
熊出没范围除了方广村，还包括东山镇
高隆庙村、石佛镇梁王庙村，3个村相连，
幅员面积大约有10平方公里。但这些地
方都不适宜黑熊等大型兽类生存，相关
史料中也没记载乐至曾出现过黑熊。

对于黑熊的来源，有网友怀疑可能
是附近养殖场跑出来的。

实地探访
邻近区县有人疑私养黑熊
当地多部门现场查实

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与乐至县毗
邻的资阳市雁江区曾有人饲养过黑熊。
在电话采访中，雁江区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地现有两家黑熊
养殖场，大约有几百头，并不存在私人养
殖情况。

然而记者在文龙寺村走访时了解
到，有村民在家中疑似饲养黑熊。随后，
记者来到该户村民陈某的屋内，见到了
被关在铁笼子里的黑熊，旁边还放着一
把落地电扇，笼子下是黑熊的粪便。

“我是喂来耍的。”陈某的丈夫卓某
说，他对乐至出现黑熊一事并不知情。
不过，他表示，几年前，家里曾有一头黑
熊从笼子里出逃，“当时还很小，大约
70-80斤，找了几次没找到。”

地图显示，文龙寺村距离方广村直
线距离约50公里。

此事经封面新闻报道后，引起当地
相关部门注意。7月14日，雁江区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公安局，以及保和镇政府、
村社干部等前往现场调查。

“是两头成年黑熊，未发现有取胆情
况。”雁江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资源保护
股负责人王洲现场查看后，初步判断陈
某涉嫌非法养殖，决定将两头黑熊转移
至正规养殖场进行暂养。

后续处置
两头黑熊被转移暂养
当地将在全区开展排查

随后，养殖场工作人员赶到现场转
移黑熊。“两头差不多都有300多斤。”连
同装黑熊的笼子，3名工作人员合力将其
推出户外，并通过三轮车分别转运。

记者在现场看到，整个转运过程中，
黑熊不时在笼子内发出吼叫声。大约1
个小时后，两头黑熊被运走，雁江区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现场出具了《先行登记保
存证据通知单》。

当天下午，雁江区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相关负责人在现场通知当地各片区林
业站，将立即对全区各村社进行摸排，看
辖区内是否还有非法养殖野生动物现
象，特别是黑熊，并于7月15日上午下班
前汇报摸排结果。

至于此前陈某丈夫卓某称家中“有
黑熊出逃”，以及这两头黑熊的来源等，
当地将进一步调查核实。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陈远扬

工作人员转移陈某家涉嫌非法养殖的黑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