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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涂鸦图案是什么意思啊？还
有脏话……”7月13日，成都市青羊区万
花公园内，面对那面满是涂鸦的墙壁，负
责清理工作的工人师傅不断叹气。他们
使用美工刀、磨砂纸和油漆，也很难将墙
上的图案清除干净。

这次清理工作，源于一起投诉。
7月12日，有市民通过公开渠道反

映，万花公园的一处墙壁上被人用油漆
涂鸦，很多图案不仅“辣眼睛”还带有脏
话，而附近就是一处沙坑和儿童游乐设
施，希望有关方面加以整治。

记者探访
涂鸦含英文粗话和抽象图案

13日下午，记者现场走访发现，这
些涂鸦有着不同的颜色，多是由英文和
抽象的图案组成，其中某些英文字符为

“粗话”和俚语，且多分布在公园的墙上、
石凳子上。

有游玩的市民告诉记者，在这里玩
耍的主要是小孩，他们对外界的新鲜事
物会感到好奇，但是这些涂鸦既不美观，
又带有一些粗话内容，担心会对孩子产
生不良影响。

记者随机询问了在此处玩耍的几个
小孩，他们说并不太理解墙上的内容，但

是有一两个英文的大概意思是懂的。一
名小孩称以前在手机上听过一个英文单
词的意思，但他只觉得很新奇，认为这个

“涂鸦墙”和平时他们乱涂乱画差不多。

园区烦恼
涂鸦者总是夜晚“偷偷来”

就在记者采访中，有两名工人前来
清理这些图案。面对满墙的油漆图案，
他们使用了美工刀、磨砂纸等工具，都没
能将涂鸦清理干净。

一名工人告诉记者，他们并不太清
楚这些涂鸦内容所要表达的意思，只是
在接到市民投诉这些涂鸦有不良含义
后，前来进行清理，“这些涂鸦都是用油
漆喷的，墙又是砂质的，怎么清理干净？”

他们说，这些涂鸦内容是不允许在
公园内出现的，在这之前，他们曾试图
逮住涂鸦者，还曾蹲守到凌晨两点过，
结果一无所获。但是第二天，一些新的
涂鸦图案又出现了。“那些人总是夜里
偷偷地来，要是逮到就不是现在这样的

情况了。”
一名工人坦言，如果要彻底清除这

些涂鸦，只能将墙面重新刷漆，成本很
高。在他看来，这些图案和公园的风格
不是很搭，如果要捉住涂鸦者，只能向派
出所报案。

早有禁令
乱涂乱画者会受相应处罚

在万花公园一侧，竖立着一块公园
管理制度的告示牌，其中提到，在景物或
者设施上刻划、涂污、粘贴的，由城市行
政管理执法部门依照《风景名胜区条例》
的相关规定予以处罚。

负责公园日常管理的范大爷告诉记
者，对于这些涂鸦，他们很“头痛”。有时
候，他会在晚上待在角落蹲守，看到底是
谁在这里涂鸦，但是每次都没捉住人。
范大爷也跟园区管理方反映过此事，经
过整治后，涂鸦者倒是没来了，但是后续
清理工作却成了大难题。

范大爷说，他在公园主要负责篮球
场和游乐设施的看护和运营工作，由于
公园是开放性的，有时候，明明篮球场到
了关闭时间，但还是有人前来敲他的房
门，让他打开篮球场的大门。还有年轻
人试图翻过围栏进入篮球场，范大爷只
能劝阻：“你们打球也要看时间，都关门
了就不能打了。”

范大爷说，他接到过周边居民的投
诉，说公园内的涂鸦内容带有脏话，还有
人投诉篮球场深夜还有人打球，影响居
民正常休息。范大爷希望有关方面重视
和妥善解决这些问题。

云 投 诉

《公园管理制度》明确禁止在景物和
设施上刻画、涂污和粘贴。

墙壁上的涂鸦含英文“俚语”和抽象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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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涂鸦墙图案“辣眼睛”市民呼吁整治

夏夜，点亮夜空的或许不是星光，而
是田野和林丛中的萤火虫。因此，萤火
虫对很多人来说都具有吸引力。

然而，近期成都市三圣乡七彩田野
举办的一场萤火虫展览，却引起不少网
友和萤火虫爱好者的质疑。他们说，从
运输到高温下展出，会造成数以万计的
萤火虫快速死亡，这种行为应该抵制。

这次展出的萤火虫到底从哪儿来？
又该如何正确观赏萤火虫？对此，华西
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进行了走访调查。

走 访
策展方：萤火虫是人工培育的

7月 8日，记者来到三圣乡七彩田
野，看到现场为室内展馆，约200平方
米，游客根据固定路线行走参观。萤火
虫集中在场馆中部，疑似穹宇萤。

现场工作人员、自称策展人的任先
生说：“我们有这个技术（人工培育萤火
虫），可以在成都举办萤火虫展，以科普
为主，让小朋友真正见识一下什么叫萤
火虫。”

任先生称，他们在乐山有萤火虫培
育基地，展厅内的萤火虫都是人工培育
的。办展期间，萤火虫分批运来，考虑到
寿命等因素，办展第一天萤火虫有5万
只，之后每天会增加3万只。

任先生还说，培育基地的萤火虫不
对外出售，培育过程很难。“基地以前只
是作为一个科研项目在研究萤火虫培
育，现在是在进行初步的商业化。”

据了解，萤科动物2021年首次被列

入《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
野生动物名录（征求意见稿）》，其中包括
三叶虫萤、红胸黑翅萤、穹宇萤、黄缘萤
等11种。对此，任先生表示不清楚。

呼 吁
爱好者：我们拒绝萤火虫坟墓

岳先生一直关注萤火虫保护议题，
之前，他收到了成都一位市民的求助，希
望他们能够出面抵制这次萤火虫展。

7月9日，岳先生在微博发文，称这
次展览对萤火虫数量、来源等信息没有
交代，但在评论区互动有提到是从外地
运过来的。“对此，我们表示强烈抵制，呼
吁停办萤火虫展，不要为追求经济利益

人为制造萤火虫坟墓。同时，呼吁成都
有关部门加强管理，及时叫停此类破坏
生物多样性的商业行为！”

7月11日，记者联系到岳先生。对
于这类展览，他表示，萤火虫非常脆弱，
成虫的生命周期也比较短，在抓捕、分
拣、运输等过程中，都会造成大规模的死
亡。即使萤火虫到达目的地后，也可能
会由于气温、环境的差异加速死亡。所
以，这相当于是人为制造了一个萤火虫
的坟墓。

对于人工繁育萤火虫的说法，岳先
生表示，萤火虫对环境的要求较高，人工
饲养的门槛也比较高，相应饲养成本也
会很高。“虽说现在国内有一些老师或者

爱好者搞萤火虫人工培育的技术相对比
较成熟，但是能够一下拿出5万或者10
万只的非常少。”因此，岳先生对活动方
所称展览用萤火虫为人工培育的说法存
疑。

此外，岳先生介绍，江西野生萤火虫
收购价格为3毛钱一只，卖到市面上零
售价是1.5元到2.5元之间。“据我们了
解，这几年，江西赣州有人持续给四川一
些景区提供萤火虫。从捕捉、收购到运
输，4天左右就完成一单。”

声 音
专家：展出萤火虫不能再繁殖

7月11日，记者联系到华希昆虫博
物馆馆长赵力，他说，萤火虫应该在野外
观赏。“以前有很多地方举办过萤火虫
展，大多数都是从野外捕捉萤火虫来展
出，这实际上是破坏了野外的萤火虫种
群。”

赵力介绍，用来展出的萤火虫是不
能再繁殖的，“萤火虫繁殖需要合适的环
境，而展览一般是把大量萤火虫集中到
一个小范围内。萤火虫繁殖需要把卵产
在潮湿的地方，或者说是水岸环境，密闭
展出环境肯定达不到这个要求。”

赵力建议，欣赏萤火虫还是到大自
然去最好，“不要去欣赏那种人工集中起
来展出的萤火虫，因为这种展出的方式
本身对萤火虫就是一种伤害，还很容易
诱导人去野外捕捉萤火虫售卖。”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苟春 杨涛

实习生 粟雪晴

活动方回应网友萤火虫来源。穹宇萤。杨涛 摄

观赏区入口。

室内办萤火虫展？爱好者呼吁抵制
爱好者：办展易造成虫子死亡专家：建议野外观赏最佳

墙上英文中带脏话，园区工人难清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