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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黄连都被野猪拱了。”3月6
日，在四川代表团分组讨论会会场，全
国人大代表，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擂
鼓镇五星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余
绍容发言说，村民原本一亩地毛收入可
上万元，但被野生动物致害后，按照赔
偿标准只能赔几百元。

今年全国两会，“健全生态保护补
偿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写入政府
工作报告，直击野生动物保护与区域发
展的矛盾，引发代表热议。

近年来，随着生态保护成效显现，
野猪进城、猴群进村、黑熊伤人等现象
频上热搜，“人兽冲突”问题日益凸显。
用生态补偿缓解“动物之害”，四川各地
积极探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有一
些问题未能得到彻底解决。

如何在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同时，更
好地保障人民群众的利益？华西都市
报、封面新闻记者采访了多位全国人大
代表以及保险行业人士，共同寻找答案。

动物之害
多地出现野生动物致害事件
北川4年内发生1400余起

“每当农作物正要成熟或半成熟，
就频繁遭受野猪、猴子、野鸡等野生动
物的损坏。”全国人大代表，雅安市汉源
县永利彝族乡古路村党支部书记、村委
会主任郑望春说，尽管农民们想尽办
法，还是挡不住这些“不速之客”，辛苦
栽种的农作物遭到破坏，这不仅打击了
农民的积极性，还影响了农业的稳定发
展。

如何既有效保护好野生动物，又避
免野生动物对农民群众生产生活造成

“严重影响”？几位全国人大代表及业
内专家，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了热烈讨
论。全国人大代表，甘孜州丹巴县章谷
镇水子一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余
德春，还把野生动物“作案”的照片带进
会场，直观呈现出野生动物侵害庄稼的
场景。

2024年11月20日凌晨，绵阳一头
黑熊闯入村民家中，将女主人击倒，致
其受伤住院，男主人用斧头将黑熊击
杀。全国人大代表，绵阳市北川羌族自
治县擂鼓镇五星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
主任余绍容对这一事件印象深刻。近年
来，她接触过不少野生动物致害事件，其
中涉及的动物主要有野猪、黑熊、猕猴、
鹰等，其中以野猪、猕猴最为严重。

“全县所有乡镇均有野生动物致害
情况发生。”余绍容调研发现，2021年3
月至2024年11月，北川发生野生动物
致害事件1400余起，年均农作物受损
面积达1000余亩，直接经济损失达100
余万元，且每年均有野生动物伤人事
件发生。

不仅仅是雅安、绵阳，随着四川境
内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增加，在甘孜、广
元、达州、巴中等地，野生动物致害的情
况也时有发生。“在达州、巴中等地的山
区，野猪时常下山觅食毁坏农作物，让
村民遭受损失。”全国人大代表、瓮福达
州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质量管理部技术
人员吕祖艳说，最近几年，川东北地区
野猪致害情况备受关注。

现实之困
野生动物致害补偿有政策
但并非所有报案都能获赔

野生动物致害的损失，谁来承担？

如何承担？靠政府补偿能否解决问题？
3月7日，记者从四川省林草局获

悉，2018年以来，四川省通过试点探索
保险补偿模式，历经五年修订完善补偿
办法草案，最终推动省级政策落地。
2023年1月，《四川省陆生野生动物致害
补偿办法》正式施行，明确了县级政府
为补偿主体，规定了人身伤害优先补偿
原则、财产损失补偿比例（如农作物按
市场价50%补偿）及申请流程。

然而，余绍容调研发现，省级政策
明确野生动物致害的补偿主体为县级
政府，但无上级专项资金支持，且发生
野生动物致害的地方多为偏远地区，地
方财政困难，无力长期投入资金开展野
生动物致害补偿工作，野生动物致害保
险难以持续开展。

一组来自北川的数据显示，自2021
年以来，北川将野生动物致害纳入保
险，县政府安排了专项资金，但随着野
生动物致害事件逐年增加，保险费用由
2021年的14.98万元逐年增加到了2024
年的54.8万元。“今后地方财政是否还能
继续投入？”余绍容有些担忧。

保险，是政府补偿的重要补充。为
此，四川通过试点探索，逐步构建了“政
府投保—公司理赔—群众受益”机制，目
前已形成了一套从案件申报到现场核
实、赔付审核、赔款拨付的标准化流程。

“并非所有报案都能获得赔付，这

涉及理赔过程中最关键的环节——取
证和认定，这是理赔工作中最具挑战性
的环节。”中国人寿财险广安中心支公
司总经理助理韩佳杰解释，接到报案
后，他们必须现场查勘，如何证明损害
确是由野生动物造成，很难。他举例
说，如村民报案家禽丢失，就需要多方
证据来确认。

韩佳杰介绍，野生动物致害通常会
留下可追溯的痕迹，包括毛发、啃食痕
迹、血迹、足迹等，都可以作为保险理赔
的重要证据。另外还要考量野生动物
致害是否发生在保险约定区域内等客
观因素，严格依法依规进行理赔。绵阳
曾发生野生黑熊破坏玉米地并致人受
伤事件，赔付金额达数万元。与之相
对，也出现过几百元的小额赔付案例。

解题之策
建立生态保护责任共担机制
实行政府补偿+多元筹资

野生动物频繁下山，和人类“抢地
盘”，如何解决？郑望春认为，国家和地
方政府应因地制宜制定措施加以指
导。例如，对受到野生动物侵扰的地
区，建议设置专人专岗，定期采取专业
驱赶或合理威慑等保护措施。

“野生动物保护面临的最大问题，
是野生动物栖息地的丧失和人为开发
活动的干扰。”吕祖艳注意到，近年来，

国内一些地方在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责
任共担”机制，“这些已有的成功经验
可以借鉴”。她建议，四川可尝试以野
生动物栖息地为中心，划定辐射周边
20公里的协作区，建立补偿资金池和
联合执法队，逐步化解人与野生动物
的矛盾冲突。

事实上，在乐山、雅安等地，已有为
人与动物“划界”、对猴群实施诱捕迁移
等探索。

峨眉山景区采取“人猴分离”措施，
于2020年在清音阁猴区建立人猴分离
观赏试验区和缓冲区，实现人与猴各自
活动。据景区管委会三年观测数据，试
验区内猴群的健康状况良好，有合理的
猴群增长率且无猴群伤人事件发生。

雅安市汉源县王宝山，猕猴种群数
量已超过当地承载量，人猴冲突较为突
出。基于“适量猎捕、总量控制”原则，
政府计划在2025年诱捕猕猴20只，解决
猕猴泛滥，破坏农作物、果树等问题。
对群众的损失，汉源县林业局已申请财
政资金购买野生动物致害补偿保险；暂
无野生动物致害保险的，可按照《汉源
县陆生野生动物致害补偿办法实施细
则》申请补偿。

在四川省林草局公开的资料中，多
次强调“保护优先”“人民至上”原则，提
出“既要保护生态平衡，也要保障群众
切身利益”，倡导通过保险市场化手段
减轻政府财政压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

“野生动物致害保险，是一项重要
的政策性保险产品，很多地方都在推
广。”韩佳杰介绍，以广安岳池县为例，
2023年该县通过财政全额出资投保野
生动物致害险，实现县域内城乡居民全
覆盖，保障范围则包括野生动物致害导
致的人身伤亡、医疗费用、财产损失、农
作物损失和家畜死亡赔偿。这种“政府
统保”模式，与多地的创新形成呼应，

“有些地方是多元筹资，例如村集体、村
民集资参保。”

余绍容则建议，制定统一的野生动
物致害补偿细则，细化补偿范围、简化
补偿程序、提高补偿标准。例如规定补
偿标准下限不低于市场价的80%、资金
按比例逐级分担等，将野兔、鸟类等非
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致害纳入补偿范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曾业李
庆刘彦君王祥龙杜卓滨受访者供图

多位全国人大代表建议：

解局“人兽之争”探索多元共治新路径

余德春 全国人大代表，甘孜州丹巴
县章谷镇水子一村党支部书
记、村委会主任

圆 桌 嘉 宾

余绍容 全国人大代表，绵阳市北川
羌族自治县擂鼓镇五星村党
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郑望春 全国人大代表，雅安市汉源
县永利彝族乡古路村党支
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两会圆桌会

吕祖艳 全国人大代表、瓮福达州化
工有限责任公司质量管理部
技术人员

韩佳杰 中国人寿财险广安中心支公
司总经理助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