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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在福山区回里镇旺远
村附近，至少2 0名村民被同类毒
蛇咬伤。村民猜测，是养蛇人专门
过来放养的，到了季节再将蛇收
回卖钱。( 本报8 月1 4 日C 0 4 - 0 6 版

报道)

类似放生放养的事件还有很
多：今年 6月河北游客放生蛇扰
民，最终10多名游客赔付了4万余
元 ;有市民买来松鼠到泰山放生，
导致松鼠繁殖成灾 ;而在2009年第
二届广东休渔放生节上，有一只
不愿下水的“小海龟”被人奋力扔
进海里，后经科学松鼠会的成员
鉴定，这是一只陆龟，即使在淡水
里也无法存活。

一说到放生，在一般人印象
里，可谓一件有益无害的大好事，

一方面符合积德行善的传统观
念，另一方面又符合保护环境的
时代潮流。据北京媒体报道，在一
些地方放生已经成了一门生意，
形成了一套成熟的产业链，陷入
一种抓捕野生动物卖给放生者，
等到放生者放生以后再去抓回
来，再次卖给放生者的诡异怪圈。
结果是抓捕和贩卖野生动物的人
赚得盆满钵满，一些不明真相的
人士也满足了自己放生的愿望，
但当地的生态环境却屡受折腾。

很显然，这样的放生，早已背

离了放生的初衷，反而成了对野
生动物和自然环境的一种严重破
坏，有些时候，还给当地居民带来
了负面影响。就像目前福山区很
多村民，被野外的放生蛇、放养蛇
咬伤一样。

要避免这种恶性循环，一是
要避免放生者盲目放生。在放生
之前，应该对当地的生态环境、生
态条件做客观了解，充分考虑当
地居民的生活环境，避免因为放
生给居民的生活带来负面影响。

二是需要相关政府部门和动

物保护组织积极介入，对涉嫌贩
卖国家保护动物的行为给予制止
和打击。即使对于那些暂时还不
在国家法律保护范围内的野生动
物，动物保护组织、环保组织也可
以出面对放生者、捕捉野生动物
者进行劝导和教育，向他们灌输
野生动物保护、生态环境保护的
理念和意义。

在笔者看来，就算是以善心
为出发点，也不能只管放生，将自
以为是的“善念”凌驾于他人意愿
和权益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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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孩子溺亡悲剧不再发生

QQ群：227966397

读者陈思：13日，两位花季
女孩在牟平汉河玩耍时不幸香
消玉殒；11日，在龙口一处水库，
爷爷为救落水的孙子，不幸双
双溺亡。溺水悲剧再次上演，几
乎成为每个夏天的“保留节目”。

每到暑假，教育部门和学
校都会下发安全通知，相信其
中必有严禁野泳的内容。但是
这样的通知能起到作用吗？一

而再再而三上演的溺水悲剧无
疑给了一个否定的答案。这种
毫无真实体验感的安全教育，
就像像嘻嘻哈哈的学校地震演
习，在孩子们眼中只是一个游
戏，或者是一堆无谓的唠叨。

曾经临水而居的农村孩子
几乎天生就会游泳，可是现在，
年复一年的挖沙让适宜游泳的
安全水域大幅减少，同时父母

不在身边，少了监管和陪伴，孩
子们出事几率大大增加。

在笔者看来，要阻止溺水
悲剧继续发生，一要改变纸上
的安全教育模式。二要满足孩
子们的夏泳需求。即使没条件
兴建游泳场馆，也可以找一块
安全的水域，由政府部门出钱
聘请教练员和安全员。同时，
家长应当增强安全意识。

应对血荒，互助献血不能唱主角
读者郭涛：8月12日，互助

献血难住一家人，为救母网友
有偿求献血证，这是烟台发生
的一个真实个例，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我
们理解为了应对血荒，无奈之
下也就有了“互助献血”。但本是
提倡和鼓励的“互助献血”，在现

实操作中却有了一种被绑架的
味道。数据显示，得益于互助献
血，烟台市供血紧张时期的用
血供应得到有效缓解，烟台某
医院去年用血4吨，就有一半来
自互助献血。有了血，才能救人，
对于“互助献血”我们不必过于
苛责，但在此基础上，我们要知

道这根本无法解决血荒.

在我看来，从目前困境来
看，需要做好以下工作：首先，完
善相关法律法规，激励公民献
血。其次，信息透明化，让公民对
献血充满信心。再次，加大宣传
力度，让公民踊跃献血。最后，建
立稳定的无偿献血者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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