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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机关率先启动收容救护工作备案制度

  探索恢复性司法、 罚没野生动物的目的

不仅是保护野生动物， 更在于打击珍贵、 濒

危野生动物的买卖行为， 提高行为人的违法

成本。 记者了解到， 日前， 上海铁路运输检

察院 （以下简称 “上海铁检院”） 首次尝试启

动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收容救护工作备案制

度， 在此基础上目前已经有两起案件的犯罪

嫌疑人签订了工作备案， 非法交易对象都是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保护物

种。

绿鬣蜥是美国比较受欢迎的爬行动物之

一， 原产自中南美洲及其周围岛屿， 是国家

二级保护动物。 2019 年， 郭某因为在家中饲

养两只绿鬣蜥被公安机关传唤。 郭某交代，

当时在市场上看到这种蜥蜴， 觉得它们颜色

好看引人注目， 而且只吃素食， 顿生喜意，

所以其先后购买了两只绿鬣蜥在家饲养。 后

来其中一只绿鬣蜥因其养殖不善死亡， 郭某

还将该条绿鬣蜥寄至陕西制作标本， 被警方

查获而案发。

在上海铁检院审查起诉阶段， 郭某在自

愿情况下与上海动物园签订了 《收容救护工

作备案》， 协议支付 5000 元用于上海动物园

对罚没保护野生动物的收容救护工作。

据了解， 上海铁检院建立收容救护工作备

案制度， 修复违法犯罪行为对野生动物资源造

成的损害， 是一种体现为经济补偿的恢复性司

法。 通过办理郭某非法收购珍贵、 濒危野生动

物一案， 上海铁检院还与上海动物园合作开展

野生动物收容救护工作， 并以此项工作为基础，

与上海市林业部门签订工作备忘录， 共同开展

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的保护工作。

被罚没动物后续由动物园饲养的成本较高，

将犯罪嫌疑人缴纳的资金用于收容罚没野生动

物的救护， 缓解动物园收容救护工作的经济压

力， 也是弥补其违法行为对野生动物资源造成

损失的途径。 推动非法收购者自愿缴付饲养费

用， 并与认罪认罚相结合， 在犯罪方和受害方

之间建立一种对话关系， 以犯罪人主动承担责

任消弭双方冲突， 并通过第三方的参与， 修复

受损自然资源， 从而落实恢复性司法的理念。

今后上海铁检院将继续探索， 引导犯罪嫌

疑人与上海动物园签订工作备案， 由其支付一

定金额的费用， 用于动物园方收容救护罚没动

物的支出， 并结合认罪认罚从宽处理制度， 作

为量刑情节予以考量。

□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见习记者 张叶荷

上海的野生动物保护现状如何？ 目前野生动物

保护还存在哪些瓶颈问题？ 近日， 受全国人大常委

会委托， 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就本市开展野生

动物保护执法情况到浦东、 青浦、 嘉定等区开展执

法检查。

违法成本低， 难阻伸向野生动物的黑手； 多头

管理， 执法难以形成合力； 场地不够， 收容野生动

物成难题……如何面对执法中的 “难点” “堵点”

问题， 亟待破解。

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率先启动的收容救护工作

备案制度， 将犯罪嫌疑人缴纳的资金用于收容罚没

野生动物的救护， 对于回答如何走好上海野生动物

保护之路， 无疑是一次积极探索。

A2-3 法治重点

上海野生动物保护之路在何方
市人大开展野生动物保护执法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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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场

  数十只獐在碧绿的草地上休息或打闹， 这是

记者在华夏公园内看见的一幕。 日前， 上海市人

大常委会开展 《野生动物保护法》 执法检查， 首

站便定在了华夏公园的獐园和浦东新区野生动物

收容救护点。

獐在我国曾广泛分布于长江中下游沿岸， 在

《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 中， 獐被列为易危物种

(V)， 上海及其附近地区在历史上曾是獐的分布地

之一， 但由于自然环境变化， 特别是人为开发活

动的影响， 20 世纪初， 该物种在上海地区绝迹。

近年来， 国内外大型城市不断探索城市生态修复

的有效方法， 其中本土物种的回归与复壮是一种

重要手段。

为了让这些小精灵重新“回家”， 在浦东新区

政府、 区环保局、 区科委、 区林业站和华东师范

大学的共同努力下， 浦东新区开展了獐的重引入试

点种群的建立科研项目， 于 2007年从浙江舟山獐养

殖场引进种獐 21 头至浦东新区华夏公园， 通过 10

余年的圈养繁殖， 建立了最多达 100 余只的圈养种

群， 成为上海市重引入项目的重点种源繁殖基地。

随着华夏公园内獐种群数量增加， 导致獐个体

活动空间缩小， 随之出现一系列问题， 例如园内草

皮啃食严重， 个体体型偏小、 初生獐死亡率升高等。

为了给獐更好的生活环境， 2016 年， 在上级部门的

支持下， 华夏公园对獐园的基础环境进行了较大的

改造， 根据獐的习性设置了坡地， 种植了大面积的

草皮， 在园区内引种了 10多种乡土树种， 改造后的

獐园面积约 5400 平方米， 养殖有成年獐 70 头， 园

区内还设置了监护室， 圈舍配置了投料点、 饮水等

设施， 满足了獐的日常生活、 繁育需求。

难 点

违法成本低，难阻伸向野生动物的黑手

  据了解， 《自野生动物保护法》 实施以

来， 2017-2019 年， 本市共开展野生动物执法

行动 10 余次， 出动 1 万余人次、 3 千余车次，

检查各类场所 1 万余个 （次）， 办结行政处罚

案件 23件， 罚款 12万余元。

“从 2017 年到 2019 年只罚了 12 万， 这

个处罚力度还不够， 这也导致违法交易不断。”

市人大城建环保委副主任委员阎祖强一针见血

地指出了野生动物保护中的瓶颈问题。 在他看

来， 保护野生动物要做好三个从严： 从严保

护， 从严执法， 从严处罚； 三个禁止： 禁止交

易， 禁止捕猎、 禁止滥食。

市城管执法局相关人士也提到， 目前的一

大执法难点是， 设摊兜售野生动物的违法成本

过低。依据《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对

于占道设摊经营、 兜售物品法定最高处罚金额

为 500元，相比野生动物交易带来的巨额利润，

违法成本过低，无法起到应有的惩罚作用。

保护湿地

留住“蛙声一片”

  “稻花香里说丰年， 听取蛙声一片。” 青浦区

练塘三泖湿地重现了古人诗句中的恬静一幕。 在一

片郁郁葱葱的湿地水中， 生活着数百只虎纹蛙。 蛙

类是典型的湿地动物类群， 在维持湿地生态系统平

衡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生态功能。 根据 IUCN （世界

自然保护联盟） 的统计数据， 全球范围内蛙类种类

和数量急剧下降， 其下降速度远高于哺乳类和鸟

类。

蛙类生存“岌岌可危” 的主要原因在于： 蛙类

栖息地破坏、 环境污染、 人为捕杀等。 上海地区高

度的城市化造成蛙类种类和数量下降， 许多蛙类正

从我们的视野中慢慢消失。 据了解， 上海的两栖动

物只有蛙类， 历史资料显示上海蛙类 1980 年为 13

种， 2000 年为 8 种， 到了 2015 年仅为 6 种 （黑斑

蛙、 金线蛙、 泽蛙、 中华大蟾蜍、 饰纹姬蛙和北方

狭口蛙）。 而在湿地中投放的虎纹蛙原来为上海广

布物种， 近年来这个曾经本土最常见的蛙种却因为

过度捕杀， 在上海历次野外调查中“不见踪迹”，

已经濒临灭绝。

栖息地保护修复与重建， 是蛙类保育的最重要

途径之一。 保护蛙类现有栖息地， 是维持蛙类种群

数量的有效方式。 采取有效措施， 及时修复蛙类受

损栖息地， 避免蛙类栖息地的完全丧失； 亦可重建

蛙类栖息地， 为蛙类营造适宜生存环境， 复壮蛙类

野外种群。

这个占地 80 余公顷的湿地是上海市野生动物

重要栖息地建设项目之一。 为了让这些蛙类的

“家” 更舒适， 三泖湿地配置了多样的本土水生植

被， 岸坡上种植本土陆生植被。 植物招引昆虫， 蛙

类捕食昆虫， 从而形成了完整食物链。

据悉， 青浦区湿地资源丰富， 湿地总面积

15767.52公顷。 目前， 青浦区已建成的野生动物重

要栖息地 （湿地） 有 3个。

现在， 3 个栖息地 （湿地） 都配备人员和设备

进行日常巡护管理、 资源监测等工作， 促进野生动

物资源可持续发展， 提升生态质量和稳定性。

禁食野味

告别“熏拉丝”

  味道鲜美的“熏拉丝” 曾是上海金山、 青浦等

郊区的特色小吃。 然而“熏拉丝” 使用的主材蟾蜍

是国家“三有 （有重要生态、 科学、 社会价值）”

保护动物， 有着重要的生态和药用价值。 在国家明

令禁止食用野生动物后， 各地都不允许捕捉蟾蜍制

作“熏拉丝” 了。 市面上“熏拉丝” 已难觅踪迹。

青浦区开展联合执法检查， 重点对菜市场、 熟

食店等经营场所进行严厉整治， 坚决打击滥捕滥猎

滥食野生动物和非法经营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等破坏

野生动物资源的行为。 今年以来， 开展联合执法检

查， 收缴销售“熏拉丝” 制品 7.5斤。

金山区针对贩卖野生动物制品和野生动物等行

为， 每年组织市场监管、 城管执法、 公安等部门开

展联合专项治理。 2019 年 12 月， 金山警方协助湖

南警方调查枫泾镇居民王某涉嫌非法销售中华蟾蜍

案 1件， 涉案金额 10万余元。

目前， 金山区已经全面开展“熏拉丝” 专项整

治， 制定“熏拉丝” 整治行动长效方案， 重点聚焦

枫泾区域， 组织枫泾镇政府对古镇景区及其周边区

域开展摸底排查工作， 建立重点地段、 重点对象的

底数档案； 对农贸市场等场所不定期加大检查力

度， 形成高压态势， 引导景区商铺、 餐饮店、 熟食

店等 1480 余户经营者转型发展， “熏牛蛙” 产业雏

型基本形成。 现在食用蟾蜍问题得到了根治， 基本杜

绝了食用野味的现象。

今年 3月， 金山区人民政府发布通告， 决定将金

山区全区域划定为野生动物禁猎区。 这是继奉贤、 崇

明之后， 上海第三个将全区域划定为野生动物禁猎区

的区。 再加上最早设立的南汇东滩野生动物禁猎区，

目前， 本市已经有 4个野生动物禁猎区。

记者从青浦区获悉， 本月青浦区也将向社会发出

将青浦区全区划定为野生动物禁猎区的通告， 并制定

《上海市青浦禁猎区管理规定》。

多头管理，执法难以形成合力

  记者了解到， 野生动物保护执法涉及农业

农村、 市场监管、 城管执法等多部门。 根据相

关规定， 集贸市场内非法经营的执法主体并不

是林业部门而是市场监管部门， 因此林业执法

人员在集贸市场并不具备独立执法权利， 需与

市场监管部门进行联合执法， 由市场监管部门

对违法经营行为进行处罚。 林业执法人员在巡

查过程中发现非法交易野生动物行为， 不能单

独现场执法， 容易错过执法最佳时间。

市农村农业委表示， 《野生动物保护法》

所保护的野生动物主要限于珍贵、 濒危动物和

“三有” (有重要生态、 科学、 社会价值) 动

物， 以陆生、 水生动物为?限， 分别由林业和

农业农村部门按照各自发布的重点保护野生动

物名录进行分类管理。

实践中， 上述名录存在着物种交叉、 管理

范围不清的问题， 如爬行类、 两栖类 (龟、 鳄

鱼等）， 也造成了 《野生动物保护法》 法律责

任多个条款中涉及多个行政执法和处罚主体的

问题。

为此， 市农委建议进一步明确陆生、 水生

动物的范围?限,以便厘清不同部门的保护职

责， 避免发生权责不清、 多头管理、 推诿扯皮

等问题， 以最大限度形成保护合力。

场地不够，收容野生动物成难题

  在违法行为查处过程中， 由于专业、 场

地、 设施的限制， 执法部门无法对暂时扣押或

保存的活体野生动物进行有效保管和饲养， 为

有效保护野生动物， 寻找专业机构进行保管饲

养以及对野生动物的收容就成为了一个现实问

题。

“以前比较多的就是蛇、 龟两栖爬行动

物， 还有天鹅、 鹦鹉等鸟类， 现在除了这些，

还有狐狸、 梅花鹿， 甚至还会发现猕猴等灵长

类动物。” 作为本市最大的野生动物“收容

所”， 上海动物园承担着上海市 90%左右的收

容救护任务。 上海动物园自 2003 年开始开展

野生动物收容救护工作， 从开始的每年十几只

增加到现在的几百只。 据统计， 今年截至 5 月

25 日， 上海市动物园已经收容野生动物 60 种

241只。

无数的龟只能被放置在工作场所， 得不到

很好的照料； 一些鹦鹉和小鸟只能被关在笼子

里， 与其他小鸟“隔笼相望” ……记者了解

到， 随着严厉打击破坏野生动物资源违法犯罪

专项行动在全国展开， 收容动物数量不断增

长， 对收容场所也带来了不少的压力， 如： 在

有限的空间设施内， “笼舍场地不够用” 成了

摆在眼前的一个难题。

“现在进来的动物量大、 种类多， 除了场

所、 设施方面的困难， 对我们的保护技术力量

要求也更高。” 园方工作人员陈刚说， “近几

年来有关野生动物救助的新情况、 新问题层出

不穷， 像市民饲养的以非法渠道从国外引进的

野生动物， 对于这些新种动物的收容救护， 就

有一定难度， 很多是饲养员第一次接触。 像有

的非本土动物、 国外种类的动物， 本来我们动

物园是没有的， 饲养方法也是慢慢摸索出来

的。”

因气候不适合， 背甲已经畸形的龟

华夏公园里的獐

泽蛙 林江南 摄

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视察练塘三泖湿地 林江南 摄

□记者 夏天

本报讯 上海将制定完善社会力量全方

位参与防灾减灾救灾的相关政策法规， 重点

提升学校、 医院、 居民住房等重点设施的设

防水平和承灾能力。 日前， 上海市委、 市政

府印发 《关于提高我市自然灾害防治能力的

意见》， 提出建立有快速修复能力的“韧性

城市” 等目标。

《意见》 明确， 不断完善党委领导、 政

府主导， 分级负责、 属地管理， 多方参与、

协同联动的工作体系。 成立市、 区自然灾害

防治委员会， 发挥对自然灾害防治工作的统

筹指导、 综合协调等作用。 依托政务服务

“一网通办” 和城市运行“一网统管” 平台，

加强自然灾害防治体系建设， 强化自然灾害

信息资源汇集共享、 风险预警研判、 应急处

置救援。

《意见》 要求， 加强自然灾害防御设施

建设， 重点提升学校、 医院、 居民住房等重

点设施的设防水平和承灾能力。 按长江三角

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要求， 建立健全防灾减灾

救灾区域协同联动机制， 提高跨地区自然灾

害联防联控和应急响应能力。

《意见》 提出， 强化预警、 联动、 救援

协同， 推进市综合性应急救援指挥中心建

设， 建立全市航空应急救援保障机制。 坚持

政府主导、 社会参与、 受灾群众自救互救的

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机制， 健全恢复重建组织

规划、 政策实施和监管体系。

上海“菜篮子”守护者
———记上海蔬菜集团党委副书记副总裁顾正斌

□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

承担上海 60%以上蔬菜供应任务、 日均

蔬菜供应量达 6000 吨。 作为上海最大的蔬

菜一级批发市场， 上海江桥批发市场被誉为

上海市民的“菜篮子”。

疫情突来， 如何保障好市民的“菜篮

子”， 稳定菜价的同时， 守护好食品安全防

疫安全？ 从小年夜开始， 上海蔬菜集团党委

副书记副总裁、 西郊江桥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顾正斌没有一天完整的休息时间， 始终战斗

在市场防疫抗疫和菜篮子保供第一线， 用一

个个量足、 价稳、 食安、 有爱的实际行动，

诠释着一名城市保供者的责任与担当。

保供应：打“飞的”去摘菜

突如其来的疫情， 改变了今年春节的蔬

菜供应节奏。 “往年春节是市民出游探亲的

旺季， 也是市场供应的淡季。 春节期间， 年

初一、 初二上海日均蔬菜供应量一般在三四

百吨左右， 今年春节这个数字要乘以十， 达

到日均供应三四千吨以上。” 顾正斌说。

大年初二， 上海不少零售网点， 特别是

超市卖场和电商平台出现了蔬菜断供， 价格

上涨的现象。 为了用最快的速度恢复供应，

顾正斌在初二当天召集市场员工进行“临战

动员”， 并在 300 多人的客商微信群里发出

了“紧急动员令”。 “希望在做好防护的同

时， 用最快的速度实现复工， 并能组织大量

货源， 为上海供菜。”

动员很快得到客商们的响应。 一位供应

胡萝卜的山东临沂籍客商， 为了解决福建闽

东基地春节期间田头人手不足、 无法采收的

情况， 甚至连夜买了机票， 自发组织十几名

乡亲搭乘飞机到福建去摘菜。 一些远在山

东、 安徽、 河南的客商也积极响应， 刚吃罢

团圆饭， 二话没说就立刻启程组织货源。

然而， 有了货源， 但运菜车却被卡在出

省入沪的道口， 怎么办？ 面对“市场 95%的

蔬菜来自外省市”、 “疫情碰上春节导致需

求大增”、 “交通封控导致物流缓慢” 等突

发情况， 顾正斌一边在市场开启最严手段防

控疫情， 一边发动全国各地客商快速组货运

往上海， 一边紧急协调向相关部门寻求帮

助， 为运菜车辆打通物流“梗阻”。 不分昼

夜， 在市场里紧抓供应。

从大年初三大早上起， 一车又一车的蔬

菜源源不断运抵江桥批发市场。 初三 3000

吨、 初四 5680 吨、 初五 8076 吨……江桥市

场的蔬菜批发交易量在直线攀升， 但蔬菜批

发交易价却在不断回落。 “疫情期间， 江桥

市场日均蔬菜供应 4000 吨以上， 批发价格

也稳定控制在历年同期蔬菜供应价格水平。”

顾正斌告诉记者。

守安全：未发生一起病例

保障蔬菜供应， 稳定蔬菜价格的同时，

如何做好市场防疫， 保障食品安全， 也是当

时顾正斌面临的考验。

1 月 24 日， 上海市启动重大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机制， 江桥市场每天出入

的机动车有 3000 余辆、 非机动车 5000 余

辆、 人员 1万余人次， 市场 95%的蔬菜货源

来自外省市， 防控管控难度不言而喻。

“菜篮子的安全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安

全， 我们守好了蔬菜进沪第一关， 就守住了

整个城市的安全。”

顾正斌第一时间成立了由其任组长的防

范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工作小组。 组织 400 多

名员工快速布控， 实施“严把疫区人员货源

关， 严把人员车辆出入关， 做好防护、 排

摸、 上报、 隔离， 确保市场货源供应、 确保

市场正常秩序、 确保人员绝对安全” 的严防

严控措施。

加班加点设立入场车辆待检消毒区， 对

驾驶员及随车人员进行身份路径查验和体温

测量； 采购红外测温仪对入场大人流进行监

测； 办理 1万余张入场通行证， 附身份证复

印件并加盖公章， 推行持证交易； 引进消毒

喷雾设备对交易场地进行消毒。

就这样， 在顾正斌的指挥带领下， 面对

南来北往、 成千上万的人员和车辆， 江桥市

场用数百名员工日夜排查、 坚守， 确保市场

未发生一起确诊和疑似病例流入市场， 用市

场的绝对安全换来了城市“菜篮子” 供应的

安全运行。

助“三送”：为援鄂战士解忧

1 月 23 日起， 一批批援鄂医疗队白衣

战士， 逆行驰援武汉。 为让援鄂医疗队员在

前线安心战“疫”， 市委组织部、 市卫健委

和光明食品集团联合发起送奶、 送肉、 送菜

的“三送” 服务， 为上海援鄂医疗队员家庭

解决后顾之忧。

顾正斌临危受命， 带领企业主动响应市

委组织部、 市卫健委和光明食品集团党委号

召， 开展每周为援鄂医护人员家属配送免费

新鲜蔬果活动。 品种每次不少于 10 个的光

荣任务落在了江桥市场肩头。

从首批 1月 31 日交付的 320 箱，到最高

峰时每周 1859 箱。“三送”工作连续开展 14

周，累计提供优质蔬果 2.02 万箱，总配送重

量超过 162吨，小包装蔬果 20余万份。

新冠疫情发生后， 云南贫困地区出现了

农户农副产品滞销现象。 根据上海蔬菜集团

的统一部署， 顾正斌迅速受领任务， 主动与

产地取得联系， 根据滞销商品清单， 按照商

品分类， 细分成“蔬菜”、 “水果”、 “综合

农产品” 三大类， 并启动了“点对点” 确定

帮扶人、 帮扶销售商品等。

1 月下旬至今， 顾正斌带领市场累计帮

助云南地区销售滞销蔬菜、 水果等农副产品

2万多吨， 帮助当地农户解决了燃眉之急。

上海：重点提升学校医院民宅设防承灾力
市委、市政府发文提出建“韧性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