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野野生生鸟鸟““黑黑市市””
藏藏英英雄雄山山凤凤凰凰山山
鸟贩和执法人员躲猫猫，不少鸟翅膀被剪掉

遛鸟的不少，知道买野生鸟违法的不多

英雄山风景区内，随处可
见提着鸟笼遛鸟的老人，笼中
鸟以画眉、百灵居多，有些鸟笼
有一米多高。遛鸟的人三五成
群聚在一起有说有笑，偶尔交
流着养鸟的经验。

“老了，没别的事干，这也
是一种爱好。听听鸟叫，心情
好，出来遛遛鸟，活动活动，也
算是锻炼身体了。”公园里手提
画眉鸟笼子的一位大爷说。同
行的另一位老人则说道，“这是
中国几千年来形成的传统习惯
了，没考虑那么多。”

在英雄山和凤凰山两处鸟
市，卖画眉鸟的摊点总是最壮

观的。数十个鸟笼摆放在一起，
远远望去像一堵厚实的墙。笼
门上都写着号码，买主相中了
某个画眉鸟，就直接报号，鸟贩
子则熟练地从笼子里把鸟掏出
来，装到硬纸盒里，再麻利地用
胶带把口封好。买主付钱后，这
次交易就结束了。

凤凰山鸟市的一位摊主告
诉记者，这些画眉鸟每只售价
在100元左右，寿命十来年。摊
主和三个卖家都向记者坦言，

“鸟是逮来的。”可就在摊位的
后面，市场管理处贴着“严禁野
生鸟交易，如有发现将负法律
责任”的警告标语。

逮麻雀20只，入刑

下套捕白鹤与豹猫

国家林业局称严查
日前，有网友微博爆料称：“前天

听墨脱向导说，有人在雅鲁藏布江大
峡谷核心区央朗藏布大量下钢丝套，
昨天有人打了只白鹤显示自己有多
牛，今天又有广西人出来炫耀自己打
的豹猫有多大，@国家林业局你们到
底管不管，这是要把祖国大地的野生
生命都逼上绝路吗？”

该微博同时配有四张图片，其中
一张图片显示，打猎者一手捏住白鹤
的脖子，另一只手拉开白鹤的翅膀，
满脸笑意像是在炫耀自己的成果。其
余三张为“广西人”猎杀的豹猫，图中
的豹猫已经死亡。

11月22日13时，国家林业局官方
微博回应称，“正在严查中！”

8月9日，微信、微博中转载了一
组虐驴男“活割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藏
野驴”的图片。一名男子站在草原上，
满手是血，正持刀从挣扎的藏野驴身
上割肉。之后，陈某、李某因猎杀国家
一级保护动物被逮捕。

本报见习记者 王建伟 整理

非法猎捕或杀害珍贵、濒危野生
动物是犯罪行为，很多人都知道。但是
捕捉麻雀等一般野生动物也是犯罪，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2000年8月1日，国家林业局第7号
令发布实施《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
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
生动物名录》(简称“三有名录”)，麻雀
即在名录之列。根据有关法律规定，任
何捕杀、出售、食用麻雀的行为均属违
法，非法猎捕20只以上就触犯了刑法。
此前媒体也多次报道，部分弹弓爱好
者在网上上传猎杀麻雀的照片，结果
被有关部门实施处罚。

另外，2001年国家林业局、公安部
出台了《关于森林和陆生野生动物刑
事案件管辖及立案标准》，规定在禁猎
区、禁猎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
狩猎，非法狩猎陆生野生动物20只以
上的应予立案；达50只以上的列为重
大案件；达100只以上或者具有其他恶
劣情节的列为特别重大案件，为适用
非法狩猎罪保护一般野生动物提供了
标准。

本报见习记者 王建伟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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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求积德，不少人买鸟放生，也有人买来玩或者食用，
并不以此为过。但有买就有卖，对鸟的需求致使一些不法分
子去捕获并售卖野生鸟。11月22日，英雄山北侧的野生鸟类
非法交易正在进行。

本报见习记者 李阳 王建伟

黑布下，黄雀柳莺等应有尽有

“这是什么鸟？”
“黄雀。”
“有野生的吗？想放生用。”
这是11月22日清晨6时30

分许发生在英雄山北侧的一
幕。此处有一个稍有规模的鸟
市，了解顾客的来意之后，鸟贩
将罩在一个鸟笼外边的黑布掀
开，笼子里漏出六只体型较小
的野生黄雀，不时撞击着鸟笼，
售价为五元一只。

在这里，人们购买鸟类主
要出于三种意图：玩、吃、放生。
一般情况下，野生鸟不是明目
张胆地摆放在外面，在有买家
询问后，摊主才会告知。

动物保护主义者王惜羽
（化名）向记者反映，在英雄山

鸟市里，燕雀、黄雀和鹦鹉比较
多，除此之外，柳莺、金翅雀、黑
卷尾、喜鹊等也应有尽有。

“这些野生鸟类都是受国
家保护的，特别是一些经济价
值特别高的，鸟贩把它们用布
罩起来，或者放到纸箱里，这
样一旦有执法人员前来，他们
也不至于损失太大。”王惜羽
说。

有市民透露，英雄山贩鸟
点曾经贩卖过猫头鹰等国家保
护动物。在调查中，记者并未发
现，一摊主称，“现在没有猫头
鹰，但可以帮忙联系买些斑鸠，
15元一只；猫头鹰不大好买，这
个东西不一定什么时候能逮
到，不能保证供货。”

执法人员一走，鸟贩继续叫卖

“刚才放生的时候，有两只
鸟已经飞不起来了。有些鸟气
性很大，很难被驯化。以麻雀为
例，基本养不活。一只笼养鸟的
背后，有大量的野生鸟在被捕、
运输、贩卖甚至放生的过程中
死亡。”济南市林业局森林保护
站的侯站长介绍说。

《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
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办法》规
定，出售、收购、运输、邮寄、携
带野生动物或者其产品的，由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实物和
违法所得，可以并处相当于违
法金额二至八倍罚款。

“我们的处罚权限有限，从
法律的角度来讲就是没收，罚
款只是说可以，没说必须罚款。
从法律规定上讲，我们可以依
据的法规很有限。”森林公安人

员称，除了自身执法权有限之
外，交易地点的不确定性也加
大了处罚的难度。“鸟市上有些
是二道贩子，在得到买主的相
关需求信息之后，从农村等地
收集过来，然后自行确定交易
时间和地点，这加大了监管难
度。”

执法人员走后，记者看到，
有些鸟贩把之前藏起来的野生
鸟类拿出来继续贩卖，与执法
人员玩起了“躲猫猫”。

英雄山范围内一管理处的
一相关工作人员称，“虽然鸟市
在我们的管辖范围之内，存在
了很长时间，但管理处管辖权
很小，只能礼貌地进行劝说。”
此前管理处的保安也多次对该
市场的相关经营人员进行过劝
说，但均未奏效。

警方突袭，放生150多只野生鸟

在英雄山贩鸟点，有些春
鸟和黑卷尾被关在笼子里，不
少鸟都受了伤，其中一只鸟的
尾羽已折断。一只喜鹊被摊主
用细绳拴住了脖子，绳子的另
一头则系在了鸟贩的小腿上。
其他的贩鸟点情况则更糟，有
的狭小的鸟笼里，装着数十只
小鸟，拥挤不堪。

11月22日上午7时许，当记
者在调查英雄山鸟市时，济南
市森林公安局和济南市林业局
森林保护站的执法人员前来检
查。执法人员刚到，市场上就有
几个人开始“下通知”。听到消
息后，有些摊主赶紧把笼子用
布盖上，藏了起来。

被拴在鸟贩腿上的喜鹊引
起了执法人员的注意。

“鸟过来啄地里的白菜，这
是我用网在自己的地头上逮
的。”面对执法人员的询问，鸟

贩子如此解释。
“大爷，这就是你的不对

了，野生鸟类对生态保护有价
值，国家法律也有规定，还是赶
紧放了吧。”听到执法人员的劝
解，鸟贩有些不情愿，但最终还
是将鸟放飞。

执法人员告诉记者，在售
的鸟类有些属于对生态有益、
有科研价值、有经济价值的“三
有”野生鸟类，受法律保护。

22日上午，执法人员在英
雄山鸟市共查处六处非法售卖
野生“三有”鸟类的摊点，共放
飞金翅、黄鹊、喜鹊、绣眼等多
种”三有”鸟类150余只。

遗憾的是，放飞后，很多鸟
连两米远都没有飞出去，在地
上蹦了几步就在原地不动了。
不少鸟的翅膀已被剪掉，还有
不少鸟压根就没有从笼子里出
来，奄奄一息。

相关新闻

延伸阅读

“野生鸟类野性较强，经常拿头撞笼子。按照驯化
率来说，平均三只鸟能驯化出一只来就不错了。在捕
捉、运输、贩卖、驯化等环节中，每个环节野生鸟都会受
到不同程度的伤害，也会有死亡。且野生鸟类被捕捉
后，会影响生态环境平衡。”侯站长说。

“有些人也知道，人工繁殖的鸟类不可能在野外生
存，所以会买一些野生的鸟类用来放生。但是这样一
来，反而助长了捕鸟、贩鸟的行为。”王惜羽说。

“没有买卖就没有杀戮，这句话一点也没错。”济南
市森林公安的一位工作人员认为，放生行为在某种程
度上会变相鼓励贩卖野生鸟类的行为。“现在放生都成
了一种产业，很多人想不明白，转不过弯儿来。放生本
出于好意，但放生的人多了，需求大了，鸟贩也会大量
地捕获并盗卖野生鸟类。出于好意的放生，反催生了一
条伤害野生动物的利益链条。”

“保护野生动物，需要加强宣传教育，改变人们不
合理的观念，执法部门要加大执法力度。保护野生动
物，也是为生态环境和人类自身的健康发展做贡献。”
山东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赛道建说，应该注意
的是，开放式的鸟类交易市场还须控制疫情传播。

济南市森林公安提醒，发现正在交易野生鸟类的
违法行为可以向执法部门举报，举报电话为0 5 3 1-
66773639。 本报见习记者 李阳 王建伟

隐忧

放生致“捕生”

23日早晨7时，凤凰山鸟市一处芙蓉鸟售卖点前人头攒动。 本报见习记者 李阳 摄

22日上午8时许，摊主在执法人员的要求下，将“三
有”野生鸟类放生。 本报见习记者 李阳 摄


	A06-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