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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伴侶動物 立法呼聲高
家養貓狗寄託人類情感 禁虐待提升中華文明

非洲記者非洲記者：：想把想把55GG帶回家帶回家
每天大多數時間，兩會新聞中心裡見

到的都是忙碌的記者們。在難得的用餐
小憩時，非洲記者們對5G技術展示及
體驗區最為鍾情。馬拉維共和國《國民
報》的Camara Moussa試戴VR眼鏡後
說：「真的身臨其境，耳機傳來採訪聲
音時我還很困惑，眼鏡前方看到的明明
是人民大會堂，結果轉了個圈發現採訪
對象就在背後，這太神奇了。」

Camara Moussa向香港文匯報記者透

露，他們是隨國際新聞中心交流項目而
來的記者團成員，共有來自非洲和亞太
42個國家的44名記者，絕大多數都是
首次來到中國。 此次全國兩會採訪過
程中，他也發現很多中國記者都在用
「高科技採訪武器」。「得知你們已經
把技術升級到5G了，難以相信。」

他說：「我的國家還在使用3G，部
分非洲國家有4G，但5G真的是聞所未
聞。」他也試着用5G電腦上網觀看了

一段視頻：「加載真的非常快，好想把
這些新科技都帶回非洲。」

首嚐「黃瓜蘸醬」
在茶歇處，一場關於「黃瓜蘸醬」的

討論正在非洲記者群熱烈進行中。
「聽說這個是中國女孩的減肥 『神

器』。」來自剛果共和國《布拉柴維爾快
訊報》的Emilia笑着拿起一根小黃瓜說：
「胖胖短短的有點可愛呢，很清香但沒什

麼味道。」
坐 在 旁 邊 的

《太陽報》記者
轉身遞來一碟辣椒醬，「那你可以試着蘸
點這個，昨天有中國記者說要蘸醬。」

這一對話隨即遭到了已是第二次來中
國 的 《 贊 比 亞 時 報 》 Chila 的 「 抗
議」：「那是黑色的，可不是這種紅色
辣椒醬。」

■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燁

香港文匯報訊 3月8日上午，習
近平總書記來到十三屆全國人大二
次會議河南代表團，與代表們共話
三農發展和鄉村振興。總書記指
出，我們宗旨就是為人民服務，圍
繞着人民群眾對幸福美好生活的追
求來實踐，我們實踐過程是一步一
個腳印，一棒接着一棒往前走。央
視發表評論員文章指出，習近平總
書記的重要講話和親切囑託，為新
時代推進鄉村振興戰略提供了重要
指引，為奮力開創三農工作新局面
提供了強大動力。
民以食為天。文章進一步指出，
走深走實鄉村振興之路，首要在於
夯實基礎，確保糧食安全、守住耕
地「紅線」、端牢中國人自己的
「飯碗」。作為農業大省，河南更
要牢記總書記囑託，擔起糧食主產
區的重任，做到糧食底子清、耕地
基數實、提質增效快，推動藏糧於
地、藏糧於技，穩步提升糧食產
能，在確保國家糧食安全方面發揮
好壓艙石的作用。
文章強調，鄉村振興是長久之

計，需要持之以恒、久久為功。要
深刻領會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指示
精神，完善農村工作領導體制，強
化鄉村振興戰略領導責任制，真正
把農業農村優先發展的要求落到實
處。要真金白銀地投、真心實意地
幹，各級政府要強化財政保障，重
點圍繞農村基礎設施加大投入力
度，創新投入方式，引導和鼓勵各
類社會資本參與建設，實實在在為
百姓謀福利、為發展強地基。
文章最後指出，農業強不強，農
業美不美，農民富不富，老百姓心
裡最清楚。要用好改革創新法寶，
破除體制機制弊端，在深化農村土
地改革、構建新型經營關係等方面
敢作為勇創新，激活農村各類要素
資源，激發鄉村振興內生活力，匯
聚全社會支農助農興農的澎湃力
量。要在綠色發展上做文章，優化
產品產業結構、推行綠色生產方
式、加強生態環境治理，讓綠色、
生態、可持續成為鄉村振興最美的
底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寶峰 兩會報道）近年
來，民營企業在科技創新中的作用日益凸顯，不過
依然存在一些限制民企充分發揮創新潛力的因素。
全國政協委員、陝西艾爾膚組織工程有限公司董事
長楊正國8日對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目前，國家
下撥的科研經費大多落到國有企業、科研院所、大
專院校等基礎研究領域，對於民營企業技術創新支
持不夠，存在「偏科」現象。
為此，楊正國建議，對創新產品的市場准入，可

以考慮由「評審制」向「負面清單制」過渡。對於
不列入試點的領域，可以嘗試由政府、企業、專家
和資本方共同參與的評審機制，在評審中也可採用
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手段增加透明度
和客觀性，減少人為操作的空間，解決技術創新資
源配置上的行政壟斷、條塊分割等問題。
楊正國還建議，以政府購買服務的方式，鼓勵民

間資本參與公共服務平台建設，在產品設計、研發
檢測、專利申報、技術交易、科技成果產業化等方
面，為企業提供專業化服務。同時宜建立和完善由
政府、社會和企業合力培養技能型人才的機制。加
大宣傳表彰力度，營造崇尚一技之長的社會氛圍，
提高製造業一線技術人才的社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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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郭若溪兩會報道）
全國政協委員、上海大學全球問題研究院執
行院長郭長剛還從國家形象的角度談了保護
伴侶動物的必要性。「倉廩實而知禮節。對
待動物的態度，實際上也是一個社會文明程
度的體現。中國已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
正致力於推進『一帶一路』倡議，構建人類
命運共同體，在全球價值觀形塑方面需要發
揮引領作用。」他認為，對伴侶動物進行立
法保護有助於提高國際社會對中華文化的認
同感。
全國人大代表趙皖平認為，地方立法先行

已是必要，因為貓、犬與當地居民的生活工
作密切相關，同時應兼顧「保護」及「管
理」雙重內容。郭長剛亦建議，地方立法先
行，虐待貓和狗必須承擔經濟責任和行政責
任。此舉將為出台《反虐待動物法》、為虐
待動物入刑法奠定民意基礎。
世界動物保護協會科學家孫全輝博士則建

議，在現有法律法規裡加入對故意傷害和虐
待寵物的處罰。「比起從頭立法，可以對現
有的法規進行修訂，補充寵物管理和保護的
內容。這樣可能更具有操作性。」

孫全輝表示，應根據動物福利不受飢渴、
有適當居所、免受痛苦、傷害和疾病折磨、
無恐懼和悲傷感和可以表達天性「五項原
則」入手，規定飼主對寵物的責任，包括免
疫、註冊、領養、絕育、遺棄等環節的要
求。還要重視狂犬病的防控，對犬隻進行強
制免疫。「註冊有助於管理部門了解動物狀
況，植入電子晶片可以為動物提供有保障的
身份認證。只有動物來源可以追溯，遺棄問
題才可能被問責。」

「今年春節，我的美短虎斑貓走丟了，當時就特別怕被抓走虐
待或是變成了流浪貓。」全國政協委員、內蒙古自治區呼

倫貝爾市扎蘭屯市副市長杜明燕回憶起來仍激動不已。丟貓的那天
是節後返家的第一天，當時家裡特別熱鬧，孩子也多就沒關門。下
午發現貓不見了的時候，已有約5個小時沒見着了。
「當時全家就像丟了孩子一樣，先是在鄰居群裡發消息，接着

出門到樓下去找，外頭零下30多度呢，生怕貓在外頭被凍死。
從6點到10點，那種煎熬的心情特別難受，還怕牠因此而變成流
浪貓。後來到了大半夜，孩子們也是全無睡意，最後也是萬幸找到
了，那種失而復得的感受至今都記得特別清楚。」杜明燕說。

虐殺自己寵物尚無法可依
在杜明燕看來，大多數養寵物的家庭都會把寵物當成家中一員，
養的時間久了，就會有很深的感情，尤其孩子和動物之間有種和諧
相處的天性。她表示，小動物的智商很高，當自己被遺棄時，牠們
的心裡也會感到委屈。「虐待、遺棄、偷盜、誘捕家養貓狗的現象
已經引發了强烈的社會憤慨，從倫理道德上譴責已經遠遠不夠，是
到了該採取法律手段的時候了。」
立法保護伴侶動物成為許多代表委員的心聲。全國人大代表郭曉
燕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表示，狗、貓都是人類的朋友，對牠
們的虐殺違背人性。 「我曾多次聽說過，有人因為寵物狗在家中
隨地大小便就隨意毆打。因為在法律在這方面還留有空白，飼養人
如果虐殺自己的寵物，因不涉及他人財產，法律上無法定罪。」郭
曉燕無奈地說。

區分「伴侶」與「財產性」動物
全國人大代表、安徽省農業科學院副院長趙皖平在接受香港文匯報
記者採訪時提出，建議建立《伴侶動物保護和管理法》，推動中國在
貓、狗等已經被人類馴化的、家養的伴侶動物保護方面的工作。「從
反虐待伴侶動物入手，範圍小，重點明確，能同時兼顧動物『保護』
和『管理』雙重內容，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在伴侶動物保護的相關立法建議上，全國政協委員、上海大學全
球問題研究院執行院長郭長剛提出，伴侶動物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動
物、牲畜或者財產，而是具有濃厚的情感依託的生靈。財產性動物
是指那些可以販賣的牲畜。「伴侶動物」為家犬、家貓，與「財
產性」動物相區分。
伴侶動物盜殺，也在帶來不可忽視的社會治安問題。據統計，我國

每年有上千萬隻狗被食用，其中70%是偷盜搶奪的寵物狗，而偷盜大
多用毒鏢毒殺，涉及食品和人身安全，更直接影響社會治安。2015年
12月4日，福建省漳平市官田鄉某村一孕婦遭偷狗賊毒針射中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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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兩會報道）「虐

殺自家寵物，為什麼不用承擔法律責任？從

倫理道德層面譴責是遠遠不夠的，到了

該採取法律手段的時候了。」 全國政協委員杜明燕提起社會

上虐待、遺棄、偷盜、誘捕家養貓狗的現象時，憤慨直

言。近年來，增加伴侶動物保護的立法呼聲越來越強，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多名代表委員發聲，呼籲從反虐待

伴侶動物入手，研討立法保護伴侶動物，提升中華文

明的全球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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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試行 兼顧保護管理

「伴侶動物」為家犬、家貓，與「財

產性」動物相區分

明確飼主的責任，包括免疫、註冊、領養、絕育、遺

棄等要求

從源頭控制伴侶動物的來源，規範寵物的繁育、販賣，減少無

序繁殖，減少動物被遺棄和虐待的風險

註冊有助於管理部門了解動物狀況，植入電子晶片可以為動物

提供有保障的身份認證

增加對故意傷害和虐待寵物的處罰。比起重新立法，

可以對現有的法規進行修訂，補充寵物管理和

保護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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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攝

■杜明燕

■今年全國兩會
期間，多名代表委員
呼籲研討立法保護伴侶
動物。圖為義工在訓練
即將被領養的流浪
狗。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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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全國政協十三屆二次會議在北京人民大
會堂舉行第二次全體會議。圖為部分委員入場前
合影。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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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侶動物保護立法重點建議

■■杜明燕的兒子與其寵物杜明燕的兒子與其寵物
貓親密相依貓親密相依。。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