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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距新豐鎮3公
里處，記者即看到
有兩輛運輸車在裝

生豬。車子一路向鎮裡行駛，道路兩側遍佈
低矮的豬棚。這些豬棚很容易辨認，它們大
多是水泥砌成的簡陋棚屋，窗戶只用幾張
海報遮蔽，屋前均修建有一條能趕豬上貨
車的槽路。幾個養豬戶對記者所說死豬的
事均表示不知情，說這些年死豬由鎮政
府統一負責回收。

記者來到這次媒體普遍聚焦的新豐鎮

竹林村，該村河道縱橫密佈，是一個典型的
江南村落。村子主幹道兩邊隨處可見各種獸
藥店、豬飼料店和小超市。由於是下雨
天，路上行走的農戶並不多。他們看上去
表情自若，未佩戴口罩等保護措施。記者
在村上前後轉了半小時，在多個河道和農
田周圍檢查，未發現死豬。
記者在當地走訪中發現，大多數村民對死

豬的新聞表現出漠然和淡定。而嘉興市政府
方面對待媒體態度還算開放，竹林村書記在
前日連續接受了18家媒體採訪，嘉興市委宣

傳部對記者的採訪要求也
盡量滿足。現在滬浙雙方各執
一詞，記者將繼續追蹤。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恆、

實習記者錢舒昊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 從
上游不停漂流到上海黃浦江的死豬昨日已逾
6,600隻，由於連日死豬漂流情況不斷，上海社
會瀰漫 恐慌氣氛。受影響最大的就是當地
的自來水、豬肉及豬肉相關食品，由於擔心
食水不潔，不少人甚至連刷牙漱口都用瓶裝
水，而在最先發現死豬的松江區等地，更
出現「囤水潮」，超市集賣的純凈水非常
搶手。而本報記者昨日在上海幾家超市
及農貿市場隨機採訪，銷售員稱，豬肉
的銷量大約較往日減少一至兩成。

上海的陳小姐抱怨說，她昨日中午
到超市買水，但發現貨架上的純凈水
已經銷售一空。同樣在松江生活的
徐小姐則聲稱要開車奔赴上海市區
的超市「掃貨」，「初步計劃買10

箱，水污染的問題，不會一時半會兒就解決。」

擔憂豬瘟 不敢妄食

在微博上，「囤水」是昨日博友們最熱門話
題。一位「新鮮夏」網民這樣寫道：「兒子半夜
上吐下瀉，突然想起來這兩天黃浦江裡泡過幾千
頭死豬，完了，我家還直接在喝過濾水，怪不得
全都拉的拉，吐的吐，明早還是去買幾桶桶裝純
淨水回家燒吧！」哪怕是臨時赴上海出差，亦不
敢怠慢，「要去上海公幹，黃浦江的死豬啊，喝
水可以純淨水，洗漱可怎麼辦！」
由於浦東等區的水源來自於青草沙，在飲水問

題上，當地的市民是次總算可以「倖免於難」。
但提到吃豬肉，同樣不敢「妄動」。據稱，疑似
拋死豬的浙江嘉興，往年有約60%生豬供應上海
市場，今次據嘉興媒體報道，上兩月嘉興死豬幾

萬頭。即使嘉興政府堅稱當地沒有疫情，但上海
市民小鄭表示，他以及周圍的朋友都計劃至少
「戒豬肉」一周。「至少要等明確的調查結果出
來之後，我才敢開吃豬肉。」

河

豬農漠然淡定「不知情」

由浙江過往案例發現，許多不法分子往年低
價收購死豬，用死豬肉製成臘腸、肉丸、

香腸、午餐肉等，進入消費者口中，成為「舌
尖上的危害」。因此網友調侃本次豬屍事件說
「有些中國人的素質已在逐漸提高，比如死了幾
千頭豬，他們只是習慣性的把死豬扔進了黃浦
江，而沒有把死豬加工成香腸火腿等」。

農戶圖方便棄置 垃圾桶隨便撿

村上經營一家獸藥店的店長孫女士說，最近
她確實看見垃圾回收站附近扔出來不少死豬，
但認為這些豬是凍死的。據她描述，村政府對
死豬都是統一回收，然後放到無害化處理池進
行處理。村民也可以把死豬扔到沼氣池發酵。
但一些農戶為圖方便，不願意打電話去聯繫回
收人。「有些農戶覺得家裡死了豬很丟人，不
願意讓鄰居知道，就自己偷偷地扔了。」
孫女士說，這兩年豬價行情不好，可是飼料

價格一直在漲。再加上打疫苗、豬欄設施建
設、母豬保健、前期飼料和自然的淘汰率等成
本，養豬根本不賺錢。
孫女士提到，從前有人出錢收購死豬，所以

街上見到的死豬比較少。後來買死豬的違法人
員全部被抓。「現在根本不用出錢回收，死豬
多的是，垃圾桶隨便撿。」

據悉，關於嘉興大面積死豬的消息最早
來自《嘉興日報》。據3月6日嘉興日報引
述竹林村當地治污人員的話，全村死豬總

量1月份是10,078頭，2月份8,325頭，這幾天平
均每天300多頭。但竹林村委書記陳雲華接受本
報採訪時表示，該消息源不實。

村官承認死豬增 並無供港

陳雲華說，現在全村生豬存欄量在4.5萬至5萬
頭，按照上述說法，全村的豬差不多都死光
了。陳雲華承認，今年1月到2月死豬率確實有
所上升，但未給出具體的數據。原因是村裡養
豬以散戶為主，大多設施簡陋，保溫措施不
佳，加上天氣寒冷潮濕所致。「不排除有個別
農戶隨意丟棄死豬的現象。」
之前新聞報道說竹林村生豬曾運往香港。陳

雲華表示，這是很多年前一家當地公司的經營
範圍，只供應了一到兩年。現在竹林村已經沒
有供港生豬，當地60%的豬供給上海。
陳雲華否認流入上海的死豬來自竹林村。

「嘉興各區縣早已成立打撈隊，相比嘉善和平湖
地區，新豐鎮距離上海的位置最遠。如果有死
豬早已被截留。」新豐鎮分管農業的副鎮長黃
軍則表示，本鎮的水流只有流向東面的平湖地
區才有大河，而平湖地區有一條嘉興閘，平時
是關閉的，只有在漲潮時才能打開。流向上海
的都是彎彎曲曲的小河，死豬不可能流過去。
就算要流過去至少需要一個月。
嘉興市委宣傳部工作人員表示，目前嘉興全

市動物疫情未見異常，嘉興將嚴格落實死豬屬
地收集處理責任制度。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潘恆、

實習記者錢舒昊嘉興報道）由

上游漂至上海黃浦江水域的死

豬至昨日已逾6,600隻。其實，

作為養豬集中地的浙江嘉興養

豬農場多年來都是將死豬拋

入河，但今年特別嚴

重。據上海《新民

晚報》稱，往年有許多商販會低價收購死豬，製成臘

腸、肉丸等銷往各地，自從去年公安部門加大病死豬市場的打

擊力度後，這一現象得到遏制。本報記者昨日親身探訪網傳死豬

來源地之一的嘉興南湖區新豐鎮竹林村。當地村民透露，由於收

購死豬商人減少，所以今年病

死豬「拋屍」的現象比往年更

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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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說，

《6000隻死豬

的奇幻漂流》

不但是魔幻驚悚大戲，更是一部懸疑片。

滬浙兩地政府強強聯手，日夜追查，為何

到現在還不能告訴我們一個簡單的真相—

死豬到底從哪裡來？

上海政府說，耳標顯示豬來自浙江嘉興；

嘉興政府說，雖然耳標顯示嘉興，並不能說

養殖地百分百在嘉興；養殖戶說，我們沒有往

河裡拋死豬；上海政府說，豬有圓環病毒；嘉

興政府說，豬是凍死的，沒有發生疫情；養殖

戶說，死豬數量很正常啊。真是一部中國版的

《羅生門》。

連日來，我們被告知，上海的水質沒有問題，

各類指標無「明顯變化」，完全符合國家標準。可

是，我們想知道，什麼叫無「明顯」變化？或者，

可否告訴我們水質到底「細微」變化了多少？在我

們深感恐慌的時候，卻沒有看到任何一個以數字形

式出現的指標。這樣輕描淡寫的承諾，又有幾斤重

呢？浸過逾6,000隻死豬（其中一個樣本還有病毒）的

水，沒有一點變化與問題，怎能令我們信服？

我們不敢喝水，不敢吃豬肉，但涉及死豬的調查，卻

如此緩慢，令黃浦江裡的死豬從60隻，至900隻，再到

3,000隻、6,000隻⋯⋯直至堆積如山，我們仍然沒有得到

想知道的答案。是無良拋豬者手段高明？還是，涉及到兩

地的事件，進展緩慢原本就在意料當中？已經趕赴嘉興調

查的上海政府部門，對嘉興之事未發一言；嘉興政府僅表

態要「協助」上海調查。這個正在嘉興的調查組，到底由

誰主導，還是誰都不主導？

我們多麼希望，真相，不要總是躲在「人情」的背後。　

■文匯報記者　章蘿蘭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章蘿蘭、

沈夢珊 綜合報道） 上海黃浦江上
游水域內昨日又打撈起685頭死
豬，令到當局打撈的死豬總數達到
6,601頭。當局強調，會嚴格按照國
家標準對死豬進行無害化處理。
本次死豬漂浮事件影響區域主要

是上海的松江、金山、閔行、奉賢
等四個區供水企業的6個取水口和9
個水廠，供水規模合計為241萬噸
每天，約佔全市規模的22%。上海
水務部門昨日對相關水廠作了嚴密
檢測。水務部門表示，現有的水質
監測結果顯示，相關水廠的出廠水

均符合國家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

金鋒：病死凍死皆污水質

關於黃浦江漂浮死豬的報道，在
北京參加兩會全國人大代表、上海
打撈局工程船隊潛水隊隊長金鋒昨
日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無論是
病死還是凍死的豬，投進江裡都會
造成水質的污染。希望各單位、部
門、個人不要相互推諉，大家要有
社會公德心。
上海市農委表示，已組織力量嚴

格按照國家標準對打撈上來的死豬
進行無害化處理，選取符合條件的

地方就地深埋。無害化處理深埋地
點坑深達7米，並於坑底放置生石
灰，對打撈上岸的死豬深埋處理，
覆土前再鋪一層生石灰，覆土層不
少於3米。

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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豬場都十分簡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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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農戶圖方便，直接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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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法分子往年低價收

購死豬製成午餐肉等，

毒害消費者。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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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興市南湖區新豐鎮的病死畜禽

無害化處理池。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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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千豬屍
無人收購
7千豬屍
無人收購
7千豬屍
無人收購
7千豬屍
無人收購
7千豬屍
無人收購
7千豬屍
無人收購
7千豬屍
無人收購
7千豬屍
無人收購
7千豬屍
無人收購
7千豬屍
無人收購
7千豬屍
無人收購
7千豬屍
無人收購
7千豬屍
無人收購
7千豬屍
無人收購

本 內容：中國新聞 國際新聞 文匯馬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