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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

野生动物养殖户“腾笼换鸟”
本报记者 庞革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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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
通过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
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
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
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
定，野生动物养殖转产转
型迫在眉睫。各地积极采
取措施，帮助养殖场户

“腾笼换鸟”，有序有效转
型转产。广西是人工繁育
陆生野生动物重点省区，
蛇类、竹鼠类数量分别占
全国的70%、60%。今年以
来，广西为养殖户量身订
制转型方案，采取兑现补
偿款、小额信贷扶持、产
业奖补等措施，指导帮助
养殖户转型转产，巩固脱
贫成效。

近 年
来 ， 因 非 法
野 生 动 物 交
易 、 捕 捞 过
度 等 原 因 ，
致 使 全 球 环
境 污 染 情 况
加 重 、 生 物
多 样 性 遭 到
破 坏 。 今 年
初 ， 全 国 人
大 常 委 会 表
决 通 过 关 于
全 面 禁 止 非
法 野 生 动 物
交 易 、 革 除
滥 食 野 生 动
物 陋 习 、 切
实 保 障 人 民
群 众 生 命 健
康 安 全 的 决
定。今年 5 月
至 7 月，全国
人 大 对 31 个
省 实 现 了 执
法“ 全 覆 盖 ”
检查。检查结
果显示，各地区各部门实
施野生动物保护法成效明
显。

据悉，中国人工繁育
动物物种主要涉及蛇类、
雁鸭类、雉鸡类、竹鼠、
豪猪、果子狸等六大类，
涉及从业人员约 244358
人。野生动物养殖产业人
员多、产值大，退出转
产、处置补偿工作经济压
力较大。但为防止生态环
境进一步恶化，避免野生
动物资源过度消耗，中国
从长远利益出发，对野生
动物养殖户实施转产就
业，帮助养殖场户合法合
规经营有序有效转型转
产，这是扭转生态环境进
一步恶化的关键举措。

养殖户面临转产就业
问题，再加上这些就业者
年龄偏大、技术单一，转产
就业的困难可想而知。中
国相关各部门坚持分类施
策、精准帮扶，切实抓好养
殖场户的就业安置工作。

通过科学渠道实现养
殖场户转产就业非常重
要。笔者认为，首先，发
展产业渠道安置转产人
员，对属于禁养品种的禁
止继续养殖、对属于禁食
范围的调整养殖结构，发
挥养殖设施作用。其次，
采取市场化运作，各地结
合实际出台以食用为目的
的人工繁育野生动物退出
补偿相关配套制度，依规
解决受影响的养殖户的实
际问题。此外，加大投入
力度，对符合条件的项目
予以支持。特别是保证贫
困养殖户不减收不返贫。
另外，务工就业安置渠道
不可小觑。充分运用农业
生产、工程建设、企业纳
贤等就业渠道，加大岗位
推送力度。

对创业的养殖场户，
还应积极开展创业培训、
指导和服务，支持各地设
立创业孵化基地，对养殖
场户创业，按规定给予补
贴，对于资金不足的，及时
落实创业担保贷款政策。
同时，注重兜底帮扶安置
渠道。对大龄、长期未就业
的养殖场户，提供“一对
一”的援助服务和针对性
政策帮扶。

本报北京10月10日电 （记者寇江泽） 为指导养殖户合法合规
经营、有序有效转产转型，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日前印发通知，对竹
鼠、刺猬等64种在养禁食野生动物确定了分类管理范围。

通知明确，积极引导停止养殖禁食野生动物，对竹鼠、果子狸等
45种野生动物，要积极引导有关养殖户在 2020年 12月底前停止养殖
活动，并按有关规定完成处置工作。确需适量保留种源用于科学研究
等非食用性目的的，要充分论证工作方案的可行性，并严格履行相关
手续。

据介绍，“禁食野生动物”是指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
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发布前养殖食用、不属于畜禽范围的
陆生野生动物，不包括水生野生动物和以保护繁育、科学研究、观赏
展示、药用、宠物等为目的的陆生野生动物。

兑现补偿款

走进广西贺州市昭平县黄姚镇
北莱村原竹鼠养殖基地，“咕咕
咕”鹧鸪低鸣声此起彼伏。

“70 天就出栏 7300 多羽鹧鸪，
毛收入11万多元。下一步，我们将
通过基地带动更多的贫困户参与鹧
鸪养殖。”昭平粤桂协作鹧鸪产业
养殖基地负责人温金才开心地说。

昭平县扶贫办主任彭斌说，他
们将大力扶持辖区原来养竹鼠的

500 人转型养鹧鸪，养殖户年收入
有望增加3万元以上。

“存栏的 2938 只竹鼠，政府全
部 进 行 了 妥 善 处 置 ， 我 领 到 了
52.88万元补偿款。”百色市田东县
义圩镇朔晚村贫困户黄日近打算用
补偿款新建一家养猪场。

为妥善做好野生动物养殖补偿
处置工作，确保从事蛇类、竹鼠、
蛙类等人工繁育野生动物的贫困户
不直接因此返贫，今年 6 月 16 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局和自治区财

政厅联合印发《广西人工繁育陆生
野生动物处置指导意见》，及时采
取政策兜底、综合利用、转产转
型、科学放生、种源留存、无害化
处理以及国家规定的其他处理方式
等措施，有效地推进处置工作。

自治区林业局野生动植物保护
处处长张振球告诉记者，今年 6月
之前，广西从事人工繁育野生动物
养殖的贫困户，大部分都是在当地
政府和有关部门的鼓励下从事竹
鼠、蛇类、果子狸等养殖项目，基

本上没有办理人工繁育陆生野生动
物驯养繁育证。为确保这些养殖户
不因受政策影响出现返贫现象，

《指导意见》 确定补偿范围时，明
确将“享受自治区特色产业奖补政
策的建档立卡贫困养殖户”纳入合
法养殖场 （户） 范围。与此同时，
合法养殖范围还规定了“其他合法
养殖的农户”，其中包括地方政
府、扶贫部门指定的致富带头人及
其带领养殖的农户等，不论是否持
证，都可以界定为合法，依法给予

补偿。
百色市田东县隆圆蛇类养殖场

养殖有眼镜蛇、滑鼠蛇等，年均纯
收入在8万元以上。“我起初有些抵
触情绪，经过工作人员的政策宣传
引导，最终领取了补偿金，接受了
转产发展。”蛇场负责人黄红评说。

截至目前，广西人工繁育野生
动物处置蛇类1600多万公斤，处置
率 100%；其他动物种类 382 万只

（头），处置率 100%，已兑付养殖
户补偿款11亿多元。

顺利转产

崇左市江州区罗白乡渠勒村养殖
户甘有业往年蛇养殖近 10000 条，年
收入50多万元。现在，他转型发展养
殖竹虫、养鱼等。“目前，竹虫已投
入 5 万元，并已经可以在市场上销
售，养殖罗非鱼有 30000 多条，预计
春节前可以上市。”甘有业说。

百色市田东县祥周镇竹鼠养殖合
作社责任人黄绍东带领群众，原来养
殖竹鼠 500 多只。新冠疫情发生后，
他们积极转型转产，承包了村里的30
亩荒地进行种桑养蚕，把竹鼠养殖场
致为蚕房。经过 3 个多月的的努力，

到 10 月 7 日出售蚕丝 5 批次，年内预
计收入8万余元。

贺州昭平县积极指导帮助养殖户
寻找产业转型之路，并及时制定补偿
方案，尽量减轻疫情对竹鼠、蛇等特
色养殖产业的冲击。

“2月份，县里两次下发特色产业
奖 补 政 策 ， 引 导 贫 困 群 众 及 时 转
产。”彭斌介绍，今年上半年，全县
发放产业奖补资金3700多万元，及时
引导竹鼠养殖贫困户 （散户） 转型转
产，转养白鸽、生猪等，保障产业收
入不受影响。

在蛇存栏量超过 400 万条的钦州
市灵山县，与养蛇相关产业的从业人

员约 4万人。根据 《广西人工繁育陆
生野生动物处置指导意见》，眼镜
蛇、滑鼠蛇等可转型药用，也可以以
每公斤 110 元的补偿价交给政府统一
处置。

在广西各地收储存栏蛇的某公司
法人代表陈燕说，公司已调用南宁市
周边大量冷冻仓库，用于存栏蛇的收
储。同时，也在推动滑鼠蛇等列入壮瑶
民族医药药典，及时办理相关审批。他
们计划到广东等地拓宽销路，为食用
蛇转药用创造可持续发展前景。

目前，广西 2 万多养殖户、5 万
多从业人员正走在合法合规经营、有
序有效转产转型的路上。

政策“兜底”

“蒋书记，你放心，我上个月用补偿资金和小额贷款购买
30多羽狮头种鹅来养，条件成熟再多买几十羽种鹅来养，这
样就可以扩大狮头鹅的养殖规模。我有信心做好转型转产工
作。”玉林市博白县那卜镇双竹村脱贫户江志鹏信心满满地向
驻村第一书记蒋海说起自己今后的致富计划。据了解，原来
江志鹏投入资金建立封闭型蛇场，准备带动周边农户一起发
家致富时，今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打乱了他们的计划。

蒋海作为驻双竹村第一书记以及江志鹏的结对帮扶人，
一方面与当地镇信用社加强沟通、协调解决小额信贷；一方
面引导江志鹏做好处置补偿和转型发展工作。最终，当地信
用社批准了小额信贷5万元鼓励其转型养鹅。

利用国庆放假，贵港市覃塘区蒙公镇凌寺村覃学伟赶紧
将 400 平方米的竹鼠场改造成为 80 平方米的竹虫养殖场，准
备转型养殖竹虫。

为减轻存栏人工繁育陆生野生动物继续喂养投入压力，
贵港市采取先处置后补偿的办法开展补偿处置工作。覃学伟
养殖 400 多只竹鼠，每个月仅投料就需要 2000 多元，这对于
一个靠借款来搞养殖业的贫困户来说，压力非常大。“现在，
政府全部有偿回收竹鼠，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覃学伟告
诉记者。

为了让覃学伟安心转型养竹虫，政府将他一家5口人纳入
低保供养，免除了他3个孩子的学杂费；帮扶联系人和村干部
又介绍他到中板厂打工，每个月收入 2000元，生活基本上没
有因为养殖转型受到影响。

家住贺州市八步区桂岭镇草寺村的贫困户罗益芬，原来
养有水律蛇 2000多条，野生动物养殖兜底政策出台后，地方
政府及时对他养殖的蛇进行了兜底保价回收。同时，桂岭镇
镇政府还免费发放了鸡苗和鸭苗100多羽，鼓励他及时转产发
展，并依据政策让罗益芬一家及时享受低保补助政策。“如今
罗益芬一家鸡鸭养殖已经上了轨道，兔子试养也在同时进
行，试养成功后将很快进行批量购入种兔，养殖的路子也会
越走越宽。”驻村第一书记丁大海告诉记者。

据介绍，广西各级财政已投入数亿元，开发了一批非固
定性扶贫公益性岗位，如清洁员、维稳员等，养殖的贫困户
可以选择合适的岗位就业，每月工资约 1500元。另外，将一
些存在返贫风险的养殖贫困户纳入低保兜底。

目前，广西对涉及陆生野生动物养殖的 7903户建档立卡
贫困户，均落实“一户一案”转产转型或纳入政府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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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左图：在四川省南
充市区的嘉陵江段，“退捕
转产”的顺庆渔民陈志德
带着公司十多名曾是渔民
的打捞人员，正清理河上
漂浮的垃圾和树叶，为嘉
陵江美容。

黎 涛摄 （人民图片）
中图：广西昭平县北

莱村竹鼠养殖基地。
资料图片

右下图：为配合长江
流域禁捕工作，江西有序
推进鄱阳湖沿湖渔民退捕
上岸、回收拆解渔船。图
为在江西鄱阳湖都昌矶山
附近水域，渔民收拾船具
上岸。

傅建斌摄 （人民图片）

广西桂林市龙胜各族自治
县伟江乡各村寨处处洋溢着丰
收的喜人景象。

潘志祥摄 （人民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