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链接

A05城事2019年2月18日 星期一
编辑/熊佩凤 图编/言琼 美编/胡万元 校对/汤吉

本报2月17日讯 今日7时50
分，长沙管理处长浏路政大队接到
报警，长浏高速浏洪段大瑶收费站
附近以西K34+650M枫林铺大桥
处，一辆装载快递的重型半挂车发
生侧翻，有人员被困。接到报警后，
正准备吃早饭的队员们来不及吃
便火速奔赴现场。

到达事故现场后， 只见事故车
车身侧翻横“躺”在高速公路上，车
上满载的快递包裹散落一地。 车头
冲出桥梁护栏， 旋转180度悬空在
护栏外，距离地面十余米高，一名人

员掉落桥下， 还有一名驾驶员被困
驾驶室内“命悬一线”。

由于事故车头反转悬在半空中，
救援难度非常大。路政员一边协助消
防上云梯车救援， 一边与驾驶员对
话，安抚其情绪。经过近2个小时的
救援， 驾驶员终于被从悬挂在半空
中的驾驶室解救出来。 接着路政人
员又立即协助消防人员把驾驶员抬
到救护车上送往就近医院救治。此
前掉出车外的伤员也被紧急送医。

因事故发生地为桥梁路段，落
差近十米，加上持续下雨，增加了施
吊难度。期间，路政人员一边维护现
场秩序，一边协助清理货物，至下午
3点，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车道终
于抢通，车辆恢复通行。
■记者和婷婷通讯员汤佳黄启勇

“儿子在长沙工作安家，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也跟着
住到长沙了。” 陈圣友告诉三
湘都市报记者， 今年74岁的
他，是怀化沅陵县明溪镇洞头
村人。

“在我们那个大山里，过
去，几乎家家户户主要靠打猎
为生。”陈圣友回忆，小时候，
能有吃的就是最开心的事。在
陈圣友记忆中，那时山里的动
物特别多，老虎、豹子、狼等都
有， 虎患曾一度在当地特别严
重。陈圣友说，十七八岁时，他
和村里四五个小伙子还合力打
死了一只40公斤左右的老虎，
在当时算是为大家除了害。在
当地，他们也成了“打虎英雄”。

狩猎穿山甲是他家的“家

传绝学”，从小耳濡目染，陈圣
友很快就练就了一双“火眼金
睛”。“我看一眼穿山甲的洞，
就能分辨出公母、 大小、年
龄。” 陈圣友对穿山甲生活习
性了如指掌，老鼠、竹鼠等动
物也打洞，是不是穿山甲打的
洞他基本一瞅一个准。

他最后一次捕捉穿山甲，
是1988年，“那时儿子还正在
读书，一年后，家里生活条件
好了点，我就没再打猎了。”他
回忆，那次在山上发现穿山甲
打的洞后，他用锄头挖了整整
一天， 然后静静地守在那，第
二天上午就抓住了一只2公斤
左右的穿山甲，“卖了近90块
钱，在当时，相当于一头半猪
的价钱。”

本报2月17日讯 当做贼心虚
的逃犯与警察四目相对， 会发生什
么呢？ 结果就是， 妥妥地被抓。2月
16日，在岳阳临湘火车站，涉嫌网
络传销骗了60万人的逃犯何某冲
民警一笑， 心虚的眼神使得他露出
马脚，被抓获归案。

2月16日10时许， 长沙铁路公
安处临湘站派出所民警在安检口执
勤时，一名身穿黑色棉服、中等身材
的男子迎面走来，两人四目相对，该
男子却突然笑起来， 但又笑得很不
自然。 随后他扭头就走， 也不进站
了。民警觉得不对劲，追上前对该男
子进行盘查。面对民警询问，该男子
更加紧张了，一度答非所问，也不肯
拿出证件配合检查， 提供的姓名和
身份证号，经查均不属实。民警觉得
更可疑了， 便将男子传唤至派出所
进一步调查。

经查， 该男子正是网上在逃人

员何某， 今年55岁， 临湘市人。自
2018年1月份以来， 何某伙同他人
以网络科技公司为依托， 宣称这是
人工智能技术环境下的社交互联网
创新广告平台， 采取会员注册制，
之后新会员通过购买平台虚拟种
子进行静态收益和发展下线获得
动态收益的资格，是不折不扣的网
络传销行为。据统计，受害人员达
60余万人。何某2018年6月份因涉
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被河南许昌
市公安局上网通缉。

被抓当日， 何某称准备乘坐火
车去走亲访友， 看到执勤民警后有
些心虚， 于是想冲民警微笑一下来
缓解紧张，谁知反而使得民警生疑，
最终被抓。

目前， 何某已被移交河南警方
作进一步调查。

■记者 杨洁规
通讯员 蔡艺芹 罗宇州 方尚仁

全球每5分钟
就有一只穿山甲被杀
《穿山甲保护课堂》上线

为了让人们意识到穿山甲
所处的困境， 同时采取措施停
止世界范围内对穿山甲的捕
杀， 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I-
FAW） 将每年2月的第三个星
期六定为世界穿山甲日。

2月16日，是今年的世界穿
山甲日， 长沙野保协会首次将
《穿山甲保护课堂》制成线上课
程， 希望让更多人了解穿山甲
和它们濒临灭绝的现状， 呼吁
大家保护。

穿山甲有着“森林卫士”的
美誉，专食蚂蚁和白蚁，能保护
森林、堤坝，维护生态平衡，中
国自古以来就是穿山甲的传统
栖息地。 在穿山甲的8个种属
中， 中华穿山甲是中国的主要
种属。

数据显示，过去10年间，至
少有100万只穿山甲被人类捕
获。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60年
代至今， 我国野生穿山甲的数
量 已 经 下 降 了 88.88% —
94.12%。 我国华南地区原有的
穿山甲分布区， 至少有50%以
上已经成为罕见或濒危绝迹的
地区。

长沙野保协会会长周灿英
说，2014年IUCN在其红色名录
上将中华穿山甲正式定为“极
危”，极危指极度濒危，极危的
下一步就是灭绝。 中华穿山甲
还有同样极危的马来穿山甲现
在都比大熊猫还要珍稀。

据IUCN最新数据估算，现
在全球每5分钟就有一只穿山
甲被杀。

保护穿山甲， 我们普通市
民能做什么？ 周灿英呼吁，“从
我做起”，不食用、不购买穿山
甲，拒绝穿山甲制品。

愧疚之余，70多岁的他一趟趟披荆斩棘踏遍大山，只为守护“最后的穿山甲”

陈圣友：昔日“狩猎者”今日“守护人”
他曾是猎户，以捕猎动物为生，狩猎穿山甲是他家

的“家传绝学”；一次机会偶然得知，穿山甲已濒危，他
顿生愧疚，决心为保护穿山甲努力去做点什么。后来他
成为长沙市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简称“长沙野保协
会”） 寻找穿山甲公益项目的志愿者，70多岁的他翻山
越岭，多次参与穿山甲保护行动。2月16日，世界穿山甲
日，记者在陈圣友儿子的家里，见到了这位传奇老人。

■记者 陈月红

尽管“寻找最后的穿山
甲”项目的志愿者们，已在怀
化沅陵、岳阳平江、张家界、永
州等10多个可能存在穿山甲
的地方进行了相关调查，通过
红外线相机实地监测，每次长
达三四个月，但每次都没发现
穿山甲的身影。

“我希望能给协会带来好
消息。”去年清明期间，陈圣友
回老家扫墓， 趁这次机会，他
又翻山越岭去寻找穿山甲。每
天，他吃了早饭就出发，心里
时刻想着奇迹的出现，但10多
天翻山越岭， 希望终究落空
了。 陈圣友不愿放弃，去年他

还和其他志愿者去了江西寻
找，“江西那个点已经监测好
几个月了，就要去取监测的红
外线相机了，希望到时会有惊
喜。”他说。

“生物多样兴， 同住地球
村； 命运共同体， 缺谁都不
行。”世界穿山甲日，陈圣友写
下这首诗，在昔日这位狩猎者
的心里，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
已越来越浓。

从昔日“狩猎者”到今朝
穿山甲“守护者”，陈圣友个
人身份的转变， 也是中国社
会动物保护意识觉醒的一个
缩影。

爱好收藏的陈圣友至今
还保存着年轻时打猎的一些
战利品。 在他住的房间里，记
者看到野鸡毛、 山羊头骨、野
猪鬃毛……都挂着。

陈圣友说， 过去打猎，主
要是为了养家糊口，那时也没
啥动物保护的意识。 一次，他
无意中从报纸上看到，穿山甲
越来越少、 已濒危的消息，他
很震惊， 顿时也感到很愧疚，
并决心为保护穿山甲去努力。
后来，他辗转认识了长沙野保
协会会长周灿英，2016年，他
成为该协会“寻找最后的穿山
甲”项目的志愿者之一。“寻
找最后的穿山甲”公益活动由

该协会2016年发起， 通过野
外调查、问题调研、现状宣讲、
培育民间保护力量等方式，希
望唤醒社会各界对穿山甲这
一濒危物种的关注，并为穿山
甲在中国野外种群的逐步恢
复提供可能。

成为志愿者的陈圣友，不
仅为动物爱好者和关心穿山
甲的人们开展科普讲座，还
会凭多年的经验到动物救护
中心为穿山甲救治提供帮
助， 去年73岁的他还翻山越
岭参与穿山甲有关的野外科
考和保护活动， 他也被长沙
野保协会授予“穿山甲卫士”
荣誉称号。

狩猎穿山甲，他的“家传绝学”

穿山甲濒危，让他震惊又愧疚

一次次披荆斩棘，只为守护“最后的穿山甲”

半挂车雨天漂移“骑”上护栏
十米高空中，他们奋勇救出驾驶员

四目相对，网络传销巨骗笑露马脚
涉嫌骗了60万人的逃犯被抓了

▲去年，陈圣友（左二）
和其他志愿者一道披荆斩
棘、爬山涉水 ，参与穿山甲
有关的野外科考和保护活动。

陈圣友（左一）和其
他志愿者在大山中走家串
户，宣传穿山甲保护。

长沙野保协会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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