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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上海震旦职业学院课堂上，一位教师
讲述南京大屠杀历史的相关言论引起网友愤怒。

她在课堂上公然否定南京大屠杀遇难者人
数，称“当年的侵华日军在南京屠杀了30万人是
没有数据支持的，这个‘30万’只是一个中国历
史小说写作的一个‘概述’”。

12月 15日下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
难同胞纪念馆 发文回应：国家公祭日刚过，要
给某些人上一课：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为 30万
人以上，史料支撑在这里，铁证如山！

12月15日19点左右，上海震旦职业学院官
方回应表示，有网友反映我校东方电影学院教

师宋某某在课堂上发布错误言论，12月15日上
午，学校在了解到相关情况后，高度重视，即刻
成立工作组，已启动调查程序。学校将根据调
查结果，依规依纪予以严肃处理。

12月 16日，@人民日报 发表评论称：南京
大屠杀遇难同胞 30万以上，铁证如山。妄加揣

测，质疑历史真相，枉为人师！忘却苦难，否认
他国恶行，枉为国人！教育欢迎求真，但打着

“辨伪”，为罪人开脱，抹除民族苦难，这般无知
无德怎配指导下一代？历史为根基，教育是民
族未来。未来失了根基，民族将何存？

据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评教师错误言论：枉为人师

为什么在此时考虑将野猪调出“三有”名
录？正式调出名录后，可以随意捕杀、处置野猪
吗？未来该如何科学防控野猪等野生动物致
害，平衡好野生动物保护与种群调控之间的关
系？记者深入采访了业内专家。

不少地区野猪种群数量过高
是拟将其调出名录的主因

2000年，我国正式出台“三有”名录，列入名
录中的野生动物受到保护，不能随意捕杀。随
着野生动物保护力度不断加大，它们的栖息环
境持续改善，不少种群数量实现恢复增长。

由于繁殖力强、适应性强，野猪种群增速快
于虎、豹、狼、豺等天敌繁衍速度，活动范围逐步
扩大。近年来我国多地曝出野猪毁田伤人事
件，局部地区甚至严重影响到群众的正常生产
生活秩序。

“此次考虑将野猪调出‘三有’名录，最主要
的原因是这个物种已不存在生存威胁，且很多
区域种群数量过高。”中国林科院自然保护地研
究所所长、森林生态环境与自然保护研究所研
究员金崑说，目前全国31个省份中28个有野猪
分布，其中26个省份的857个县（市、区）存在野
猪致害，对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造成了不利影
响，且这一趋势日益严重。从有利于社会发展
和群众生活的角度看，有必要将野猪调出名录。

金崑说，实际上，将野猪调出名录，也便于
当地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猎捕或其他防控措施，
处理野猪问题更灵活有效。比如，在野猪过度
泛滥的地区，地方开展野猪猎捕活动可以不再
需要申请、核发狩猎证，也不再实行限额管
理。而在野猪危害并不严重，或者虎、豹、豺等
野猪天敌资源较为平衡的区域，仍可以将野猪
列为省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继续发挥其生态
功能。

即使调出名录
也不意味着可以随意捕杀

“目前，将野猪调出‘三有’名录还在征求意
见阶段。根据各方反馈意见，如果最终正式确
定将野猪调出名录，其猎捕管理将会发生一些
变化，开展猎捕活动程序更加简便。”中国野生
动物保护协会副会长兼种群调控委员会主任王
洪杰解释说，即使最终明确将野猪调出名录，也
仍然要坚持保护优先的原则，严格遵守禁猎区
域、禁用猎捕工具和猎捕方法以及国家枪支管
理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主要包括：

——自然保护地禁猎。按照自然保护区条
例等规定，不得在自然保护区开展野猪等野生

动物猎捕活动。对扩散出自然保护区范围进入
人类活动频繁区域的野猪，才可以猎捕。

——多种猎捕工具与方法禁用。从解决野
猪致害角度对野猪进行猎杀时，也不能使用违
反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定的猎捕工具或猎捕方
法，如毒药、爆炸物、电击或者电子诱捕装置以
及猎套、猎夹、排铳等工具，因为使用这些工具
或方法危害性极大，严重威胁区域内其他野生
动物和人身安全；涉及使用枪支进行护农除害
开展猎捕野猪活动的，仍然要严格遵守枪支管
理有关规定，履行申请审批程序，严格枪支使用
管理，有组织地进行，确保猎捕活动安全、规范。

——妥善处置猎获物。猎获物只能用于科
研等非食用性利用方式，严防滥食及非法交易
猎获物。

王洪杰说，即使野猪正式调出名录，通过以
上措施，野猪种群也不会遭受毁灭性打击。同
时，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仍将继续对野猪及其
栖息地加强监测和预警，一旦发现种群数量过
度下降，将再次考虑调升其保护级别，避免因过
度猎杀导致这一物种进入濒危状态，影响到生
态安全。

多措并举
科学防控野生动物致害

野猪拟调出“三有”名录，是我国对科学处
理人与野生动物关系的一次探索。“随着生态环
境向好，野生动物种群越来越多、活动边界不断
扩展。如何在保护野生动物的同时，保障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是我们必须面对的课题。”
北京林业大学教授谢屹说。

目前国家林草局已在河北、山西、福建、江
西、广东、陕西等地启动防控野猪危害综合试
点，在云南启动致害严重的野象个体活捕转移
项目，会同有关部门探索建立防控野猪等野生
动物危害的有效模式。各试点省区探索使用了
笼捕、围栏诱捕等多种方法，有序开展野猪种群
调控。同时，积极探索野生动物致害综合保险
业务，多渠道筹措补偿资金，完善野生动物伤人
救济补助政策。

王洪杰说，野猪调出名录后，野猪造成的损
失虽不属于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定的致害补偿范
围，但仍可以采取其他弥补措施予以解决。如
由当地政府按规定将符合条件人员纳入社会救
助范围，建立伤人致害救济补助渠道，解决群众
的部分损失；鼓励地方政府开展致害综合保险，
将野生动物致害纳入林业、农业政策保险范围。

未来，如何更好防控野生动物致害？谢屹
表示，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林草部门应当坚持

“预防为主，补偿为辅，综合施策”的原则，采取
有效措施预防和减少野生动物造成的损害，保
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摸清种群情况是科学防范野生动物致害的
前提。谢屹说，过去几年我国对珍稀濒危野生
物种保护力度不断加大，以后还应加强对可能
致害的野生物种的监测和研究，关注其分布范
围、种群规模等，为做好科学种群调控，努力推
动生态平衡打下基础。

专家认为，各地不仅要主动预防野生动物
致害，也要积极完善狩猎调控机制。应进一步
加强狩猎专业队伍建设，促进合法猎捕工具的
有效使用，确保野生动物种群调控、应急处置、
护田狩猎工作顺利实施。

据新华社

野猪拟调出“三有”名录
科学防控野生动物致害

国家林业和草原
局日前发布《有重要生
态、科学、社会价值的
陆生野生动物名录》调
整草案，向社会公开征
求意见。其中，近年
来频频下山“捣乱”
的野猪从草案中调
出，引起社会关注。

11月6日，工作人员将捕杀后的野猪进行无公害化处理。 程聪 摄

近日，江苏连云港一对夫妇在民警
的帮助下，找回了失散 20 多年的儿子，
看到一家人团圆，一直帮忙寻找的民警
崔吉平难掩激动，放声大哭。

2岁孩子在自家摊位走失

1995 年，戴志海、付怀香夫妻俩在
连云港一处小商品批发市场摆摊。5月
28 日，他们年仅 2 岁的儿子戴旷在自家
摊位附近走失。夫妻俩找了几圈后依旧
没有找到，于是急忙报警。

可那时寻找起来没有任何线索。各
大路口、汽车站、火车站……夫妻俩整夜
蹲守，只要听说有疑似自己孩子的消息，
两人不论多远都要去看一看，可孩子始
终没有被找到。

得知孩子被找到
办案民警放声大哭

多年来，警方也一直未放弃寻找。
当年接警的民警崔吉平，岗位已经变动，
却一直和夫妻俩保持着联系，上个月还
将孩子的信息发到朋友圈。

前不久，从浙江传来消息，夫妻俩的
DNA 和浙江一名年轻人匹配上了。当
年接警的民警崔吉平得知后，抑制不住
心中的激动，在办公室放声大哭。

12月7日，戴志海、付怀香夫妇终于
等来苦寻 20 多年的孩子。“前两天警方
说小孩找到了，我内心十分激动，感觉做
梦一样。”付怀香说。

见到亲生父母后，戴旷坦言，“内心
非常激动，但不知道怎么讲，心里有一些
复杂”。原来，戴旷的养父在 2016 年就
去世了，近年，他一直和爷爷一起生活。
如今，联系上自己的亲生父母，戴旷表示
会把两边都当成家，好好照顾他们。

警方将继续追查
严厉打击拐卖犯罪

自公安机关开展“团圆”行动以来，
截至 11 月 30 日，全国各地已成功找回
8307名历年失踪被拐儿童。

戴旷回到了阔别20多年的家，而对
于公安机关来说，这起案件并没有结束，

“作为公安机关，我们希望借这个‘团圆’
行动帮助各家团圆，也要坚决打击这种
违法犯罪活动。”浙江省瑞安市刑警大队
重案中队中队长张建德说。

据央视新闻

丢了20多年的
孩子找回来了
民警激动得大哭

当年接警的民警崔吉平得知后，抑
制不住心中的激动，在办公室放声大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