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啊，野豬，快跑……」近日在位於湖北武

漢的長江大學武漢校區，一頭突然闖入的野豬

在校園內橫衝直撞，所到之處，欄杆四分五

裂，學生在驚恐中四散而逃。最終在眾人圍追

堵截下，這頭野豬倉皇遁湖而去。無獨有偶，

今年10月22日凌晨3時，一頭體型碩大的野豬

突然闖入西安市長安區航天逸居小區，一時間

引發周邊十餘個小區集體恐慌。10月27日晚，

一頭野豬侵入南京南站至紫金山東站間的高鐵

聯絡線與通過列車相撞，隨車機械師下車排查

時被鄰線限速通過的列車碰撞不幸身亡……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長着一對獠牙、生活在

山林中的野豬雖然可怕，但似乎離自己的生活

很遙遠。然而近兩年來，野豬卻頻頻下山進村

入戶，損毀農作物，闖入城市鬧市、小區、校

園，嚴重威脅民眾人身安全，很多地方更是一

度到了談「豬」色變的地步。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陽波西安報道

中國
新聞 20242024年年1111月月2525日日（（星期一星期一））

2024年11月25日（星期一）

2024年11月25日（星期一）

●責任編輯：鄭慧欣
A15

「右前方出現一個移動的小白點，看着像野豬，快
行動。」無人機空中搜索、獵犬地面追蹤搜

捕、人車協同圍堵…… 雖然已經回到陝西休整了近一
周，但回憶起數日前在寧夏西吉縣圍捕野豬時的驚心
動魄，今年25歲的「野豬賞金獵人」小輝，語氣中依
然還透着幾分緊張。

人豬決戰一觸即發
寧夏西吉縣位於六盤山山區，曾被聯合國糧食開發署
確定為世界上22個「最不適宜人類生存的地方」之一。
內地電視劇《山海情》中「風吹石頭跑，地上不長草，
天上沒隻鳥」的場景，便是這裏曾經的真實面貌。
「2000年以前，我們這裏到處都是光禿禿的，山上
沒有樹，也沒有草，風一吹，黃沙遮天蔽日。」今年
剛剛步入花甲之年的當地村民張普民告訴香港文匯報
記者，得益於寧夏近20年的生態治理工程，地區的生
態環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據悉，2003年5月，寧夏全境實施封山禁牧，再加上
移民搬遷，該地生態環境得到保護。「山上綠了，風
沙小了，到處綠樹成林，莊稼收成也高了，大家的生
活也富裕了。」然而，享受到生態紅利的張普民，沒
過多久，卻又遇到了新的煩惱。
「環境好了，野生動物也多了，兔子、飛禽，還有
就是野豬，太多了。」張普民坦言，隨着當地野豬種
群逐年擴大，逐漸成了當地一害。「『春拱種、夏毀
苗、秋啃果』這是野豬在我們當地毀壞農作物的真實
寫照。」據張普民介紹，當地主要種植小麥、玉米、
土豆等農作物，而恰恰這些都是野豬最喜歡的食物。
「春天從播種開始，村民們就要守在地頭上，與日
夜不間斷偷襲的野豬鬥智鬥勇。」張普民表示，一旦
稍有疏忽被野豬拱了種子，會影響一季的收成。「好
不容易等長出苗，到了夏季，又得防範野豬啃苗。而
到了秋收時，人和豬都好像進入到了『決戰』的狀
態，一觸即發。」據張普民介紹，秋天農作物成熟
時，是野豬活動最頻繁的時候，如果不在地頭搭起帳
篷日夜守着，十幾畝莊稼，一夜之間便會被野豬群洗
劫一空。

進城危害民眾安全
而除了對農作物的破壞，讓張普民害怕的還有野豬
強悍的攻擊力。「野豬長有鋒利的獠牙，體型又大速
度又快，對村民的人身安全造成直接威脅。」
據了解，野豬繁殖能力強，每胎可產7隻左右豬崽，
而自然界中的天敵又少，所以一旦有了好的生存環
境，其種群便會以驚人的速度增長。目前野豬分布在
中國28個省份，數量達到200萬頭，僅寧夏西吉全縣
就有約2,600頭，按照每公里兩隻野豬的標準，全縣的
野豬數量已經嚴重超載。
近年來，在全國很多地方，野豬不僅在山區肆虐，
同時更是從臨近的山區闖入城市，嚴重威脅到市民的
人身安全和生活。在一些地方甚至出現了野豬與人爭
奪生存空間的尖銳矛盾。

科學捕獵避免擾民
「之前很長一段時間裏，野豬屬於國家林業局認定
的《有重要生態、科學、社會價值的陸生野生動物名
錄》，不能隨意捕殺。」「野豬賞金獵人」小輝表
示，由於當時受保護，大家只能驅趕不能獵殺，所以
也導致野豬種群不受控制。而隨着2021年，國家林草
局啟動防控野豬危害綜合試點開始，野豬危害逐漸進
入到科學的治理階段。
2023年6月，國家正式將野豬從「三有」名錄中調
出，將其從「國家保護野生動物」中除名。小輝表
示，根據目前的政策，當野豬數量超過固定區域承載
量之後，林草部門就會下達一定的種群調控數量，這
不是盲目獵捕，而是一種科學的調控方法，目前看效
果特別好，也是減少和避免野豬擾民的最佳手段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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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金獵豬』並不意味

隨意捕殺，需精準平衡。」

曾多次在不同地點與野豬不期而遇的陝西高校

專家黨輝教授，對於野豬之害既深有感觸，同

時他也期待，能通過科學施策，形成系統的機

制，確保人與自然長久的和諧共生。

着重種群調控 避免濫捕濫殺
通過獵捕的方式，進行種群調控、降低種

群密度，是目前應對野豬之災最直接的辦

法。在黨輝教授看來，雖然野豬正式調出

「三有」名錄，各地也開展了「賞金獵

豬」，但並不意味可以隨意捕殺，避免陷入

「濫捕濫殺—數量銳減—保護—氾濫成災—

濫捕濫殺」的惡性循環。

他舉例指出，位於雲貴高原中部的草海，二

十世紀五十年代以來受經濟開發和自然因素影

響，生態系統一度瀕臨崩潰。2014年，當地開

始採取搶救性措施；2018年，草海禁漁、禁

遊、禁污、禁養。但沒想到的是，由於湖泊相

對封閉，草魚、鯉魚等迅速生長繁殖，遠遠超

出環境承載能力，草海一度魚滿為患，進而出

現水生植物死亡、水質下降等問題。

維護生態平衡機制動態調節
黨輝教授表示，由於野豬在現實中缺乏天

敵，繁殖能力又強，人為干預其擴張是應有之

義。但從長遠看來，還是應該遵循自然規律、

因地制宜、精準施策，對於野豬的捕殺仍要建

立在科學研究和常規監測的基礎之上。儘管野

豬種群快速繁衍，對人類的生產和生活造成了

威脅，但在森林系統中，野豬有着屬於自己的

生態功能。所以既要維護生態平衡，保護生物

多樣性，更要保護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

保障生產生活秩序，二者不可偏廢。

黨輝教授建議首先建立獵殺減量機制，合理降

低野豬種群數量；其次建立理賠補償機制，廣泛

開展野生動物致害保險工作。此外，各地林業部

門還應當根據當地野豬種群活動規律、繁殖數量

的增長、襲擾的嚴重程度等實際情況，制定動態

調節機制，精準把握野豬災害防控的平衡點。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陽波西安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陽波 西安報道）國家林草局今年1
月表示，野豬在中國28省份均有分布，數量200萬頭，已不存
在生存威脅，且很多省份數量過高，其中致害省份達26個，
對當地群眾的生產生活造成了不利影響。由於野豬氾濫成災，
近年來，為了保護農業生產和人畜安全，陝西、安徽、河南、
四川等省份已先後嘗試招募護農隊「賞金獵豬」，並取得一定
的效果。其中，寧夏固原市西吉縣林草局於今年9月公開發布
「懸賞令」，招募到內地多支專業隊伍，並成功獵捕野豬100

餘頭。四川松潘縣林草局近日亦宣布，預計將在全縣17個鄉
鎮獵捕野豬600頭。

出動無人機 一頭獎2400元
據悉，進入2024年以來，西吉縣因受野豬破壞的農作物損

失已接近200萬元（人民幣，下同）。西吉縣林草局承諾，每
捕獵一頭成年野豬（40公斤以上），獎勵2,400元。「捕獵野
豬絕對是一個技術活，不是誰都能幹的。」寧夏固原西吉縣林
業和草原局資源保護室主任張榮表示，獵捕野豬需要運用一整
套「組合拳」，確保各環節有序進行。
與傳統的捕獵活動不同，根據西吉縣林業和草原局要求，此
次獵捕野豬隊伍必須配備無人機、紅外相機，擁有獵犬10隻
以上。還必須要有獵捕經驗、具體方案，具無人機駕駛證、獵
犬養殖許可證和疫苗注射證等資料證明。
而經香港文匯報記者梳理發現，除了「賞金獵豬」獎勵，野
豬致害各省還出台了相關舉措。如：浙江成立不同層級的工作
專班或領導小組；陝西等各試點地區先後成立了117支狩獵
隊；廣東省將野生動物危害防控納入林長制以及各級人民政府
野生動物保護工作考核內容；福建將野豬造成經濟作物損失納
入農業保險；陝西將野生動物傷人醫療納入居民合作醫療報銷
範圍等。

為患26省 多地「賞金獵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陽波西安報道）在各地發布的獵豬
「懸賞令」中，都不約而同地出現這樣一句話：豬肉是主要的
肉食來源，為什麼野豬捕殺後不能拿來補充市場需求？為啥無
公害化處理後也不能吃呢？據介紹，不僅野豬不能吃，其他野
味也不能吃，這是內地禁食野味的政策規定。更重要的是，雖
然野豬也是豬，但和我們常說的養殖的生豬並不一樣。
中國養殖業有着嚴格的標準，每一頭生豬從出欄到成為

市場上的豬肉都要經過嚴格的檢驗以及標準化的流程，最
終民眾才能吃到安全放心的豬肉。而野豬則不同，不單生
存環境複雜，而且幾乎「不挑食」，無論是莊稼、野果，
還是兔子、老鼠、蟲子，甚至蠍子、蛇，以及腐爛的動物

屍體等，都是牠們的食物，所以很容易感染各種細菌和病
毒，而且這些細菌和病毒並不是經過消毒就能去除的，所
以食用野豬肉極不安全。

可加工成動物飼料
對於捕殺的野豬，必須按標準流程處置。掩埋前，為了
防止細菌和病毒傳播，不僅要嚴格消殺，同時掩埋的區域
也有嚴格要求。此外，有關人士也曾表示，在捕殺量比較
大的情況下，經過嚴格的檢驗檢疫合格後，經過專業機構
處理，可以加工成動物飼料，予以有效利用，比如給動物
園的獅子老虎吃。

細菌病毒除不了 食野豬極不安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唐文）香港市區近年野豬
滋擾問題日益嚴峻，特區政府在保障公眾安全和
公共衞生前提下，以多管齊下策略應對，包括人
道處理有傷人風險的野豬，加強禁止人為餵飼，
以及對野豬進行避孕和搬遷。特區政府漁農自然
護理署2017年底至2021年11月初，主要為捕獲
的野豬注射避孕疫苗或進行絕育手術，並把牠們
搬遷至郊外，共行動350次。但署方其後發現避
孕和絕育速度遠遠追不上野豬繁殖速度，搬遷野
豬後亦會不斷重返市區。

餵飼最高罰10萬元囚一年
漁護署因此在2021年11起開始推行人道處理

野豬行動，工作人員定期在曾有野豬出沒或傷
人的「黑點」位置捕捉野豬，作人道處理，並
在接獲市民或其他政府部門報告時，按需要採
取行動。截至今年2月，漁護署已進行超過410
次捕捉行動，人道處理逾910頭野豬。去年每
月平均人道處理的野豬數目則為41頭，較2022
年每月平均24頭升約七成。

打擊人為飼餵行為方面，漁護署會派員巡查
受野豬滋擾的地點，就非法餵飼行為果斷執
法，並舉辦各種公眾教育活動向市民解釋餵飼
野生動物的危害。政府去年11月亦向立法會提
交《2023 年野生動物保護（修訂）條例草
案》，建議將餵飼野生動物行為最高刑罰，由1
萬元提升至罰款10萬元及監禁一年，並引入定
額罰款機制，罰金5,000元，法例修訂已於今年
8月生效。
特區政府雖已致力減少野豬滋擾，但仍無法

完全杜絕野豬傷人。本月15日新界北再發生嚴
重野豬傷人事件，一名68歲何姓農夫被野豬咬
傷下半身，臀部及腿部留下10厘米傷口。
立法會（漁農界）議員何俊賢極度關注事

件，認為現時特區政府措施主要集中在市
區，惟郊野地形複雜，野豬在山林間穿梭
自如，難以捕捉，呼籲政府持續檢討野豬
管控政策，特別是加強郊野地區野豬出沒
點的巡查密度，更積極主動地保障鄉郊地區
居民安全。

避孕搬遷無效 港推人道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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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陝西設置紅外線野豬誘捕籠，應用紅外線誘捕籠防控野豬
危害點。 受訪者供圖

專家解讀

●●獵捕野豬隊伍夜間出動獵捕野豬隊伍夜間出動。。 視頻截圖視頻截圖

●●近日近日，，長江大學武漢校區出現狂奔野豬長江大學武漢校區出現狂奔野豬，，有騎車行人險些被撞有騎車行人險些被撞。。 視頻截圖視頻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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