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撸猫撸狗之后 年轻人爱上了“撸鸟”
成都宠物咖啡厅上新，吸引不少年轻人周末消遣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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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子破了，我们却高兴不起来。”
12月 25日，达州市公安局森林警察支
队副支队长李文燕对记者说。此前，达
州、甘孜、阿坝警方联手，成功侦破一起
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扣押涉案猕
猴 1104 只，涉案价值 1.36 亿元，挽回
10个濒临灭绝的猕猴野外种群（本报此
前曾报道）。

复盘这起公安部督办案的侦办全过
程，李文燕多次提及“反思”一词。在她
看来，案件背后暴露出诸多问题亟须破
解，珍稀野生动物保护，依然任重道远。

问题一：谁在大量收购猕猴？

四川警方侦破非法捕猎售卖野生猕
猴案，斩断了一条从西部延伸至东部沿
海的黑色利益链。这条利益链条，末端
伸向了哪里？

“猕猴末端收购者，主要是高校实验
室、医药企业和一些科研机构。”办案民
警介绍，合法收购猕猴需齐全的手续，同
时须接受多个职能部门监管。上述案件
中，具备合法养殖猕猴资质的重庆城口
某养殖场，是非法售卖野生猕猴的关键

一环。
经查，2022年以来，涉案犯罪团伙

先后30次以每只2万元价格，非法收购
野生猕猴467只。而后，以正规繁殖猕
猴的名义，以每只13.5万元的价格出售
到山东、重庆等地，非法获利2400万元。

记者注意到，2022年，国内多家知
名生物医药公司疯狂“囤猴”，实验用猴
身价大增，一只成年猕猴最高可卖到16
万元。

问题二：野生猕猴如何“洗白”？

据《金融投资报》报道，在2020年，
国内实验猴内需为4万只，超过国内实
验猴每年出栏约3万只的生产能力。

“市场需求大，成交价格高，是一些
人铤而走险的诱因。”李文燕举例说，上
述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之一、养殖场老
板赖某伟，2020年以前养殖场收入都在
1000万元以下，到了2021年、2022年，
养殖场收入猛增到7500万元，究其原
因，就是非法收购了野生猕猴。

经查，赖某伟等人长期大量从甘孜、
阿坝等地非法收购野生猕猴，与合法驯

养繁殖的猕猴混合出售。在养殖场内，
犯罪团伙通过伪造猴牌、伪造繁殖档案
等手段，“洗白”野生猕猴身份后，再披着
所谓合法外衣，堂而皇之地出售。

问题三：监管漏洞出在哪里？

跨省作案、多次作案，是上述案件中
犯罪团伙的显著特征。为犯罪行为提供
掩护的养殖场，在整个非法贩卖猕猴利
益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合法养殖的猕猴，必须有‘猴牌’，
相当于是猕猴的身份证，可以追根溯
源。”李文燕介绍，民警在侦办案件过程
中发现，养殖场在“洗白”野生猕猴身份
时，大多数工作都是由场内兽医一人完
成，说明监管存在不到位的问题，或者特
殊养殖行业监管机制上还存在漏洞。

李文燕认为，类似案件的预防、查
处，仍需要在部门协作方面加强合作。
只有多个部门和公检法等形成了监管
合力，才能真正堵住漏洞。同时，还要
加大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法规的宣传力
度，让大家有所为、有所不为，让全社会
参与进来。

问题四：行刑衔接能否破题？

在上述案件中，被公安机关扣押的
1104只猕猴，因长时间被人工圈养，失
去了野外生存能力，不再适合放归山林。

办案民警调查发现，涉案的猎捕人
员虽然分布在省内不同的地方，但他们
常常认定一个有猕猴种群的山头，然后
长时间不停地捕猎，有些种群损失野生
猕猴数超过100只。

“林业、自然资源等行业部门，监管
力度要加大，执法部门的‘行刑衔接’机
制落地、落实，也需要加大力度。”李文燕
认为，无论是哪个部门，只要有职责在
肩，都应从类似案件中进行反思，不断改
进工作。尤其是，要防止以罚代刑、有罪
不究、降格处理等现象发生。

李文燕表示，下一步，他们将积极探
索“行刑衔接”机制在达州落地生根，与各
级检察机关一道，探索与行政执法机关、行
政监察机关的信息互通、资源共享，及时将
行政执法中查办的涉嫌犯罪的案件移送司
法机关处理，努力破解野生动物保护难
题。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曾业

听着清脆的歌声、摸着毛绒绒的脑
袋……肩膀上的鹦鹉不时和你“贴贴”是
一种什么样的体验？继撸猫撸狗之后，
成都年轻人又有了新爱好——撸鸟。

今年12月，成都上新了几家鸟咖。
在温馨的房间内，一边喝咖啡，一边和鹦
鹉玩耍，成为不少年轻人在周末消遣娱
乐的新方式。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查询美团数据发现，今年成都的宠物
咖啡厅超百家，猫咖狗咖居多，鸟咖属于
新生事物。

12 月 24 日，记者联系到一位成都
鸟咖主理人，了解这个小众新兴圈子的
故事。

小鸟成“员工”
消费者以年轻宠主为主

“它叫周大福，是玄凤鹦鹉，性格外
向，爱好唱歌。”12月24日，在成都玉林
街道的一家鸟咖店内，记者见到了正在
给顾客介绍鹦鹉“员工”的露娜，她手上
和肩上站着几只不同品种的鹦鹉，包括
小太阳、牡丹等等。

在露娜的鸟咖中，有 20多只小鸟
“员工”，它们的照片被挂在墙上，并标注
了各自的“MBTI”，即小鸟的性格特点。
顾客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翻牌子”，挑
选小鸟。

下午2点左右，鸟咖的大厅已经坐
满了人，小鸟们陆续被带出来，和顾客们
一起玩耍。记者看到，来店消费的人群
以20岁左右的年轻人为主，也有家长陪
伴小孩过来，多数都是有过养鸟经验的
宠主。“我以为养鸟是一个很小众的爱
好，来到鸟咖才发现有这么多‘鸟友’，比
起在家独乐乐，这里更好耍。”顾客刘女
士说。

在鸟咖的一个角落，露娜摆放了不
少鸟粮、鸟零食、鸟架等宠物日常用品，
甚至还有小鸟的周边产品，比如耳环、手
办、帽子等等。不少宠主离开时，都会购
买一些产品。此外，鸟咖提供宠物寄养、
宠物清洗等服务。

发现“新大陆”
养鹦鹉比养猫狗更简单

回忆鸟咖的筹备，露娜拿出手机，点
开又滑走屏幕上一个又一个页面，每个

航司APP都保留着她这一年往返于北京
和成都的痕迹。二十多次的飞行，就是
为了这个12月，自己的鸟咖在成都正式
开业。

露娜喜欢小宠物，但是在北京工作

一直与别人合租，养猫养狗都不是很方
便。一次偶然逛街时，小店里的玄凤鹦
鹉飞到她手上，了解后她得知养鹦鹉噪
音少，破坏力小，平时也不需要遛它，于
是就有了后来四年的相伴。

露娜给这只鹦鹉取名“lucky”。“它
很聪明，会唱好几首歌，我把它唱歌的视
频发在网上，突然就火了，成了网红小
鸟。”露娜也因此成为了宠物博主，如今
在小红书上有4万多粉丝。

随着露娜和鸟咖的影响力越来越
大，更多的人发现了鹦鹉饲养这块“新大
陆”。“比起猫和狗，喂养鹦鹉更简单，越
来越多的人有意愿成为鹦鹉宠主。所以
我们鸟咖在营业的同时，也在免费为大
家科普有关鹦鹉饲养的知识。”露娜说。

宠物+咖啡
满足不同人群情感需求

成都人休闲，也喜爱养宠物。企查
查数据显示，截至12月23日，我国现有
32.9万家宠物用品相关企业，其中成都
有1.4万家，在全国城市中位列第三。

“一到周末，我们的鸟咖店都需要等
位。”露娜说。记者在小红书上搜索“成
都宠物咖啡厅”关键词看到，相关笔记达
到了113万篇，可见其盛况。

中国信息协会常务理事、国研新经
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朱克力表示，宠物+咖
啡这种新颖的销售方式之所以火爆，根
源在于精准地捕捉到了年轻人的情感需
求与生活方式的转变。

“老龄化社会等社会现象涌现，加上
现在不少年轻人婚恋观多元，使宠物在
情感陪伴方面的作用愈发凸显。尤其在
快节奏的都市生活中，年轻人越来越注
重休闲品质与精神慰藉，宠物能够给予
人们无条件的情感支持。”朱克力说，成
都的宠物医院数量位居全国前列，宠物
美容、寄养等服务也日益完善，共同推动
了宠物+咖啡销售方式在成都的火爆。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赵紫萱
摄影报道

如何堵住非法猎捕售卖野生猕猴的漏洞？
达州市拟探索“行刑衔接”机制

♦“四川警方侦破非法猎捕售卖野生猕猴案”后续♦

▲露娜在给顾客介绍鹦鹉“员工”。

◀一只鹦鹉站在顾客肩头。

▼鸟咖内还售卖鸟粮等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