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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人命关天，“狗咬人”永
远是引人关注的新闻。近日，济
南市章丘区绣惠街道发生了一
起恶犬伤人的惨剧。一名村民到
哥哥家帮忙喂狗，不幸被两条大
型犬咬伤致死。民警接警赶到现
场后，开枪将两条恶犬击毙。据
媒体报道，此事已经处理完毕，
死者家属对死因无异议。

一起致人死亡的惨剧以两条
恶犬被击毙为终结，给人的感觉
是“了犹未了”，因为还有很多疑

问有待解释。这起事故真的只是
死者与恶犬的“失误”吗？没有人
应该为此负责吗?将来又如何避
免类似事件发生？如果这起事故
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不能由此看
到当前养犬管理的短板所在，以
上问题恐怕很难找到答案。

按照济南市的相关规定，恶
犬咬人致死的事发地很像是“法外
之地”。警方今年发布的通告，明确
提出“绕城高速公路环线以内的个
人和单位养犬，必须到居住地（住
所地）的区公安分局指定地点办理
初始登记和年度登记”，而绣惠街
道不在“绕城高速公路环线以
内”，也就落在监管空白区里。

如果以绕城高速公路环线
为界，事实上存在着一个大面积
的养狗“自由区”。在这个区域
内，很多人不但饲养大型犬、烈
性犬，而且很少使用束犬链和犬
笼，以方便犬只看家护院。虽然
媒体上经常报道市区里邻里之
间如何因为养狗不文明发生矛
盾，但是论及狗患之烈，郊区或
农村可能不亚于市区。因为在郊
区或农村，恶犬一旦伤人，被袭
击者往往因为得不到及时救援
导致重伤或者死亡。

建设乡村文明，助推乡村振
兴，是各地当前下大力气推进的
重要事项，为此不断从人居环

境、乡风民风和文化生活等方面
加大投入。但是，直接影响着乡
村文明建设的养狗问题在一些
地方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不
受约束的犬只破坏了公共卫生，
恶化了邻里关系，有些人之所以
热衷养烈性犬就是借助狗势威
慑邻里。所以，养狗文明不仅是
城市居民的需求，也是郊区和农
村居民的刚需。

在农村也推行养狗文明，需
要坚持“村民自治”的原则，让村
民充分协商，订立相关的村规民
约，规定哪些狗可以养、养狗需
要尽到哪些责任。此外，法律法
规的规范、引导不可或缺，对犬

只的依法监管应该实现无缝覆
盖，尽快打破受限区和非受限区
壁垒分明的界限。

随着基层社会治理的不断
创新，城乡一体化发展和协同治
理在很多地方已经成为共识，在
养犬管理上也应如此。要根治农
村狗患，必须加强农村的养犬管
理，让农村的狗得到应有的约
束，创造文明宜居的乡村环境。
也只有把郊区和农村的狗管好
了，才能有效减少市区流浪狗，
促进城市的养狗文明。这个任务
或许有些重，但是事关群众生命
安全问题，有关部门应该主动作
为，大胆尝试。

养犬管理应该城乡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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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违法少年，“批评教育”太苍白了

12月3日，江西省上饶市一
初中女生被多人殴打的视频流
传，几名女生对一女孩拽头发扇
耳光，将她踹倒在地后继续殴
打，事发时，有几十名学生路过
或者围观，但无一人制止，情形
令人侧目。

未成年人犯罪，如今已成为
公众关注的社会问题。据媒体报
道，由于打人的六人都是未成年
人，学校只是进行了批评教育并
通报家长。但这种“口头批评”对
施暴者来说毫无震慑作用，几乎

等同于放任不管。建立对未成年
犯罪者的矫治体系，才是应对未
成年人违法犯罪的正途。

长期以来，我国对于违法犯
罪的未成年人是给予“特殊保
护”的。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
的规定，我国对违法犯罪的未成
年人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
的原则。这一原则的提出是基于
未成年人心智不成熟的现实。但
是，关于刑事责任的年龄界限是
三十年前规定的。这三十多年
里，中国未成年人的营养条件、
发育年龄、教育水平都有很大的
变化。如今，我国未成年人早熟
现象日益普遍，随着互联网迅速
普及，未成年人能够很轻易地接

触到暴力、血腥、色情等不健康
内容，一旦进行模仿并实施犯
罪，手段会比以前更加凶残和多
样化。

从具体个案来说，一些未
成年人有明显的犯罪恶意，知
道自己的犯罪后果，甚至有的
故意利用自己的未成年人身份
实施犯罪。比如在著名的“湖南
少年劫杀老师案”中，三名施暴
者恰恰是依仗年龄“优势”痛下
狠手。再如前几天湖南沅江市
发生的杀母案，犯罪嫌疑人年
仅十二岁，原因仅仅只是因为
妈妈不给他钱买烟抽。时代在
发展，社会在变化，人们还在用
原有的眼光看现在的未成年

人，用过去的办法管教未成年
人，已经不够精准了。再用“口
头批评”这样的方式来惩戒未
成年人的违法犯罪行为，越来
越“力不从心”，也不利于纠正
未成年人的不当行为。

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是一个
严肃而且严重的世界性问题。针
对青少年犯罪，美国形成了包括
保护观察、家庭监禁、电子监控、
训练营地等措施在内的青少年
教育矫治体系，有很强的科学
性。相比而言，我们急需在这方
面着力。半年前在湖北孝感发生
的14岁男孩在电梯抢劫女孩事
件，除了家长赔钱，青少年本人
没有接受任何矫正措施。

回到上饶这起事件，如果学
校和家长仅仅对打人者进行“批
评教育”而不采取其他矫正行动
的话，这六个未成年人很难认识
到自己的错误。在某种意义上，
这样的“批评教育”无异于一种
纵容。归根结底，未成年人的违
法犯罪问题是社会问题，真正解
决还需要综合施策。最重要的
是，要建立一套带有惩罚性质且
符合未成年人心理特征的强制
矫正体系。只有矫正管教到位，
才能真正有效防控未成年人犯
罪，促进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改
过自新、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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