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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疫情，龟鳖牛蛙以及蛇、鸵鸟、青蛙等动物能否继续饲
养、销售，牵动诸多从业者的心。3月5日，农业农村部明确中华
鳖、乌龟、牛蛙等列入《国家重点保护经济水生动植物资源名
录》 物种和农业农村部公告的水产新品种两栖爬行类动物，按
照水生物种管理。

这让相关养殖户们松了一口气。但记者采访发现，蛇、黑斑
蛙、孔雀等特种养殖户们仍然处在煎熬中，在不能卖钱、养着烧
钱、马上没钱的死循环里无法自拔。尽管这些养殖户们在苦苦
挣扎，但未来究竟如何，依旧是未知数。

哪些野生动物是禁止食
用的？ 全面禁食后养殖户怎
么办？……3月31日下午，省
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
次会议以高票表决通过了省
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湖南
省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条
例》的决定等。4月1日上午，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就上述
决定及法规举行新闻发布
会， 并邀请相关部门负责人
答记者问。

我省野生动物资源比较
丰富， 也是消费利用较多的
省份。记者了解到，现行《湖
南省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条
例》（下称《保护条例》）是
1988年6月通过实施的，禁食
野生动物是这次《保护条例》
修改的一项重要内容。

修改后的《保护条例》第
十九条规定：“禁止食用国家
保护的有重要生态、科学、社
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以及
其他陆生野生动物， 包括人
工繁育、 人工饲养的陆生野
生动物”；“禁止以食用为目
的猎捕、交易、运输在野外环
境自然生长繁殖的陆生野生
动物”。

省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
会副主任委员刘慧雄表示，
这次对《保护条例》 进行修
改， 主要是根据全国人大常
委会就“全面禁止非法野生
动物交易和滥食野生动物”
等内容作出相关规定， 对其
他需要修改的内容， 待国家
野生动物保护法修改后再作
全面修订。 ■记者 丁鹏志

在湖南部分地区， 蛇是一道特色
美食， 饭店里一份口味蛇或干锅蛇的
售价往往不低于200元。如今，曾经日
日客满的口味蛇等野味店现状如何？4
月1日上午，记者走访了多家曾提供人
工养殖的蛇、娃娃鱼等菜品的餐馆。

长沙市开福区的金霞安置小区内
有多家餐馆及烧烤店， 不少餐馆打出
了“口味蛇”、“姜辣蛇”等招牌。4月1日
上午，记者来到小区发现，小区内大部
分餐馆仍处于闭店状态， 多家原以蛇
为主打菜的餐馆门口贴上了“门面转
让”、“旺铺转租”等公告。

谭记宁乡蛇城是一家主打宁乡口
味蛇的餐馆， 此前一份口味蛇的售价
最低168元。4月1日上午，谭记宁乡蛇
城的店门紧闭，透过玻璃可以看到，店
内的绿植已经枯死发黄。 在其附近的
衡东土菜口味馆店面招牌上标示了
“口味蛇”“跳跳蛙”等菜肴，一张“门面
转让”公告贴在店铺正大门上。

记者拨打了公告上的电话， 接电
话的是房东徐女士。徐女士称，因衡东
土菜口味馆的店主欠交部分房租，经
双方协商， 店铺转租事宜交由房东处
理。 徐女士说，“之前这家店生意很好
的，每天晚上都开到一两点。但是受疫
情影响， 老板过年回衡东之后便没再
回长沙。”

喜呷是一家连锁湘菜馆。4月1日
上午， 记者在喜呷店内的菜单上看到，
“秘制汉寿甲鱼”仍在菜单上显示，售价
128元一斤，而娃娃鱼已经“消失”。店
员解释，门店3月初复工，复工前已经更
换了菜单，将娃娃鱼等“野味”删去。

除了餐馆， 在农贸市场及水产市
场里， 也不再发现人工养殖的野生动
物。 记者在马王堆海鲜水产市场询问
了一位售卖甲鱼的摊主是否有娃娃鱼
或蛇，摊主连忙表示，“现在都没了，这
谁敢卖？” ■见习记者 周可

哪些“野味”被禁食？养殖损失该咋办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举行新闻发布会回应热点：政府应制定办法给予经营主体一定补偿

答记者问

食用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按照
食用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处罚
问：修改后的《保护条例》，在法律责任方面作了哪

些具体规定？
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常委会法制工作委

员会主任吴秋菊：参照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有关研究
意见，修改决定将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中的“加重处
罚”“参照适用”进行了明确，规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野生动物保护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规定，猎捕、交易、运
输、食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在现行法律规定基
础上采取罚款幅度下限不变、上限提高一倍的方式加重
处罚。

违反有关法律和本条例规定，猎捕、交易、运输、食
用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按照法律关于国家重点
保护野生动物的相关法律责任处罚。

违反本条例规定，以食用为目的猎捕、交易、运输野
生动物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按照职责分工没收野生动物，并处野
生动物价值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野生动物禁食范围有这些

问：修改后的《保护条例》对禁食野生动物作出了规
定，社会各界对禁食的范围非常关注，请问到底哪些野
生动物是禁止食用的？

省林业局副局长李林山：根据法律法规规定，野生
动物禁食范围为：一是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二是湖
南省地方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三是国家保护的有重
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陆生野生动物，以及其他陆生野
生动物，包括人工繁育、人工饲养的陆生野生动物。

列入畜禽遗传资源目录的动物属于家畜家禽，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规定管理；对珍贵、濒危水生
野生动物以外的其他水生野生动物，适用《中华人民共
和国渔业法》规定管理。

调整、转变生产经营活动，省政府应当
研究制定补偿办法

问：《保护条例》中的“全面禁食”将对养殖业主带来
损失，决定是否对此有相应规定？

吴秋菊：我省养殖业具有较大规模，有的养殖项目
是农民脱贫致富的来源。 为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依
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要求，我省修改决定规定：“各
级人民政府应当支持、指导、帮助以食用为目的和非因
科研、药用、展示等特殊情况养殖野生动物的经营主体
调整、转变生产经营活动；省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实际情
况研究制定给予一定补偿的办法。”

日食二三十斤饲料的鸵鸟、无人问津的百亩青蛙……
卖不了、养不起，养殖户很焦心

“压力太大了。”4月1日，谈
起现状， 浏阳辉来农场负责人
李新辉忍不住一声声地叹息。

李新辉的农场里养了100
多亩黑斑蛙， 也就是俗称的青
蛙。当天，浏阳林业部门给李新
辉下了最后“通牒”：是继续养
殖还是自愿退出？退出的话，就
来登记，以后国家有补偿，会一
分不少地给他。

这让李新辉陷入两难境
地，“补偿尚不明确不说， 万一
现在退出了以后又可以养殖，
基地再复原就困难了。”

李新辉是浏阳最早一批人
工养殖黑斑蛙的。2012年，做中
央空调项目的他看到了黑斑蛙

在市场上很受欢迎， 于是引进
驯化的蛙苗，开始自己养殖。

很多浏阳及周边地区的黑
斑蛙养殖户， 都是从他手里买
的蛙苗，“往年到我这里买苗的
车子每天多得不得了。 蝌蚪有
时候一天就能卖八九万元。”因
为疫情， 加之黑斑蛙也被列入
禁止食用野生动物名录， 平时
车水马龙的销售场景不再，“现
在一只也没人买， 哪怕是付了
定金给我的也不敢来购苗了。”

“我现在只能设法保持青
蛙的基本生长， 不再加大投入
了。”李新辉说，上个月，他已经
辞退了基地的5名工人，一家四
口上阵看护青蛙。

“没钱了，养不起，你看它
们饿得好凶呢……”3月31日，
益阳旭蓝孔雀专业养殖合作社
负责人郭春生， 焦头烂额地望
着基地里的鸵鸟。

昔日“金鸟”，已不如鸡。一
只鸵鸟有两三百斤重，正常卖个
七八千块钱不成问题，但郭春生
没想到，疫情一来，鸵鸟庞大的
身躯却成为他不堪的重负。

郭春生告诉记者， 饲养鸵
鸟没有自理能力， 如果放生就
会饿死。 一只鸵鸟每天能吃二
三十斤饲料， 光积压在养殖场
内的这26只鸵鸟， 每天的饲料
费用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为

了节约， 现在我每天用廉价青
菜喂食。”

除了鸵鸟，郭春生的养殖场
里还存栏近5000只孔雀，受疫情
所累，也全砸在了自己手里。

让郭春生更头疼的是，依
附于合作社的贫困户、脱贫户。
去年，合作社帮扶对象就有500
多人。近三年，合作社给贫困户
分红达110多万元。 而且从
2017年开始， 他与当地贫困户
签订协议， 免费为每户提供10
只孔雀幼苗， 安排技术人员每
星期上门指导与检查， 并承诺
按市场价保底收购，“不料我现
在都难以为继了。”

■记者 李成辉

被迫更换廉价青菜喂食鸵鸟

辞退工人，一家四口上阵看护青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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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成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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