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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标结果公告

“缺钱，缺枪，也缺人。”巴中市通江
县，是全国首批防控野猪危害综合试点
县之一。12月16日，通江县林业局野生
动植物保护中心主任李斌接受华西都
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采访时坦言，该县
已暂停野猪猎捕。原计划2021年750头
的猎捕目标，至今也没完成。

2021年7月以来，四川在广元青川、
朝天，绵阳北川，巴中通江，达州万源等
地开展野猪致害防控试点。然而，受客
观条件限制，多地野猪猎捕工作早已暂
停。与此同时，野猪进城觅食、进村捣
乱、致害农作物甚至与人畜发生冲突的
事件仍时有发生。

野猪致害防控为何这么难？四川
的试点，试出了哪些成功的经验，还有
哪些亟需补齐的短板？记者日前展开
了多方采访。

困 局
难点1

成本高，风险高，效率低

2021年7月，绵阳江油一支拥有持
枪证的捕猎队伍离开通江县后，就再也
没回来。当时，这支捕猎队在通江当地
力量的辅助下，两天半猎杀野猪8头。

没有了“外援”，只得依靠本土力
量。2022年初，通江县组建了4支猎捕
队伍，成员多为资深猎户或退役军人。
他们有备案手续，所有人员均购买了保
险。“4支队伍全县跑，哪里有需要就往
哪里跑，费用按每头野猪2000元包干结
算。”李斌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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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购了一批不锈钢笼子，在笼内放一些
食物诱捕，但时间一长，警觉性高的野
猪就不会中招了。

长期遭受野猪困扰的巴中市南江
县，仅有1支合法备案的捕猎队伍，也面
临着捕猎力量有限、缺乏强力进攻手段
的困局。“申请不到枪支，兽夹、兽套之类
的工具，又容易伤害其他野生动物，药物
更不能用了。只能采取猎狗驱赶、人工
围捕的笨办法。成本高、风险高，效率却
很低。”当地一位猎手告诉记者，想拿到
政府的野猪猎捕补助资金，太难了。

2022年以来，巴中市公安、林业等
部门多次派人到通江、南江调研，与有
经验的猎户座谈，广泛问计于民，希望
能找到一套科学可行的解决方案。

难点2

种群测算难，治标不治本

四川，是长江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
地、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补给区。

12月6日，四川召开的建设“天府森
林四库”工作会议提出，计划到2030年，
实现保护修复退化天然林2000万亩。
这意味着，随着生态环境的不断改善，
四川生物多样性将进一步提升。而野
猪将拥有更加广阔的繁衍生息空间，其
种群数量也将变得更加庞大。

摸清野猪种群底数，是科学制定防
控方案的前提。然而，这项工作要做扎
实，难度不小。

“我们确定2021年猎捕野猪750头
的目标，就是根据种群数量测算的。”李
斌告诉记者，由于缺乏无人机、红外相
机和热成像仪等科技设备，当年的测算
主要依靠基层村社估算上报，“说白了，
那是一个神仙数据，肯定是不准确的”。

李斌坦言，野猪种群数量测算的不
精准，必然导致猎捕防控方案出现偏
差。如此一来，就容易陷入治标不治本
的尴尬局面。“4年时间，我们前两年猎
捕了100多头野猪，后面两年已经停止
猎捕。野猪繁殖能力强，在缺乏老虎、
狼群等天敌的情况下，其种群数量变化
较快，政府牵头实施的野猪种群调控，
整体效果并不理想。”

难点3

缺钱，缺枪，也缺人

2022年9月，
达州万源被纳入
四川省新增野猪
致害防控试点县
（市）名单。2023
年，当地组建护农
救助队伍4支，提
出全年实施种群调
控野猪350头的目
标。一年多时间，
当地共开展野猪种
群调控工作270余
次，出动护农救助

队伍1800余人次。
“我们也面临和通江一样的难题：

缺钱，缺枪，也缺人。”万源市林业局资
源保护股负责人介绍，成为野猪致害防
控试点县（市）之后，省政府匹配了一笔
专项资金。参照通江经验，他们也将野
猪猎捕兑现标准定为每头2000元包干。

“猎捕野猪，不能用枪，主要靠猎
犬。”万源一名护农救助队员称，组队之
初，他们专门到外地购买了猎犬，品种
一般的6000元左右一条，品种优良的要
2万多元。“跑一趟山，我们至少要带1台
车、1个司机、2到3名队员，5到6只猎犬，
往返成本在600元以上。如果捕得到，
还要加上无害化处理的成本，但能赚
钱；捕不到就只能自己贴钱了。”

“试点只有1年时间，这一年，我们
有资金，可以通过奖补方式兑现，所以
效果好，猎捕野猪总数超过300头。钱
用完之后，护农救助队伍就没积极性
了。如今队伍基本已解散，大多数队员
都外出务工去了，猎捕工作也就暂停
了。”对此，上述负责人表示他们也很无
奈，因为除了奖补资金，他们无法给护
农救助队伍提供其他支持。

破 局
建议1

因地制宜：多措并举扬长避短

野猪致害，群众的损失怎么办？如
何更好地从源头上解决问题？

2023年1月，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四
川省陆生野生动物致害补偿办法》，明
确县级人民政府是野生动物致害补偿
主体，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各司其职，共
同做好补偿工作；鼓励因地制宜制定合
理、必要的预防措施，如改变种植结构、
设置围栏、生态移民等；对局部成灾物
种，可在科学调研基础上，报批后实施
种群调控。

“必须扬长避短，建立健全相关工
作机制。”近年来，万源市通过民政救
济、农业保险等渠道，解决了林区群众
野生动物致害的一些实际问题和困
难。与此同时，当地也在思考如何建立
更加有效的长效机制。

为此，万源市林业局按照“适量捕
杀、总量控制、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原
则，编制《野猪致害防控试点工作实施
方案》《野猪致害防控试点工作资金保
障措施》《护农救助队伍管理办法》等，
上报省林草局审批同意组织实施，让防
控工作有依有据。

达州市林业局也在全市范围内推进
野生动物致害保险理赔工作。目前，通川
区已建立野生动物致害公众责任保险；
其余县市区正在推动保险经办机构开
展野生动物致害保险业务，探索将野生
动物致害纳入政策性保险范围，开设不
同类型野生动物致害险种并积极理赔。

建议2

释放信号：允许群众依法猎捕

近年来，巴中市每年都有上百个村
庄遭遇“猪患”，村民向巴中市各级林业
部门的求助增多。他们期待政府部门
能够拿出实际举措消除“猪患”，不少巴
中网友也通过各种渠道，试图从政府回
应的措辞中探“口风”。

当下野猪已经被移除“三有”名录，
普通老百姓在无狩猎证的情况下，能否
在非禁猎区、非禁猎期，使用非禁猎工
具捕猎野猪？针对巴中网友关心的这
一问题，巴中市林业局曾专门进行了答
复，撕开了一道“口子”。

该局11月20日公开回复称，依照
《野生动物保护法》和国家林草局印发
的《野猪等陆生野生动物致害防控工作
方案》，对法律规定保护范围以外的野
生动物，可在非禁猎区和非禁猎期依据
猎捕方案开展猎捕活动，无需申请狩猎
证。“但是，猎捕人员和组织应当严格遵
守有关规定，不得使用法律法规禁止的
工具和方法。”

建议3

他山之石：72万元征集“赏金猎人”

绵阳北川羌族自治县西羌护农捕
猎队，是一支经验丰富的野猪猎捕队
伍。该队副队长吕永奎称，近段时间有
野猪下山糟蹋农作物，他们正在帮当地
群众驱赶野猪，忙得不可开交。

绵阳江油捕猎队，曾支援过2021年
通江县的野猪捕猎工作，目前，这支队
伍的猎犬（以追山狗为主）数量已增加
到100余条。作为全川唯一拥有持枪证
且猎狗数量最多的专业队伍，他们曾多
次外出支援野猪捕猎工作。

前不久，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吉县林
草局发布遴选野猪综合防控项目捕猎
队伍和无害化处理队伍的公告，计划猎
捕西吉县域内40公斤以上的成年野猪
300头，每头补偿2400元，经费预算为72
万元。鼓励全国各地的捕猎队都以“赏
金猎人”的身份去捕猎野猪。

“我们本地的野猪太多了，本地都
忙不过来，哪还有精力去外地捕猎？”绵
阳江油捕猎队队员杨超说，江油当地野
猪出没主要集中在秋冬季节。他认为，
宁夏西吉县征集“赏金猎人”的做法，四
川野猪致害情况严重的区域完全可以
借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曾业周洪攀

四川多地按下野猪猎捕“暂停键”

野猪致害防控为何这么难？

▲巴中市通江
县为驱赶野猪
组建的捕猎队。

通江县野保
中心供图

◀巴中市南江
县捕猎队伍成功
捕杀一头野猪。

图 据 南 江
县林业局官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