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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山之石

养狗养出不少事

近年来，因为养狗而出的事情不在少数，而且
是五花八门。

同样是在杭州，今年3月，余杭区仁和镇一条狗
连续咬伤七八人，其中还有一名周岁婴儿，在推车
里被咬伤脸部。后经警方调查，这条狗同样咬伤其
主人。这实则是既伤人又伤己。

据杭州本地的媒体报道，截至 2018 年 11 月 18
日，杭州市今年 110 共接报涉犬警情已达 12676 起。
主城区从 2016年到现在有高达 1.8万起的涉犬警情。
其中涉犬伤人和涉犬咬人所占比例最高。而全市犬
伤门诊月均接诊人数也达1.3万人之多。

不只是咬人，犬吠也成为了问题。在网络上经
常会看到对犬吠的谴责，经常是一条狗叫完之后另
外一条狗接着叫，而狗的主人却疏于管理，对邻居
生活造成不好的影响。还有就是狗的便溺问题，虽
然现在很多人都会在狗便溺之后及时清理，但这并
没有成为所有养犬人的共识。随地便溺会影响小区
以及街道环境的干净整洁。

家住 在 北 京 市 西 直 门 附 近 的 小 马 有 一 条 柯
基犬，每天都会带着出去遛遛。“我出去遛狗的
时候，随时都带着卫生纸，大便之后及时清理
掉。”小马现在是北京某大学的博士后，与原来
的同学在外合租。小马一直很喜欢小狗，原来
住在学校宿舍，规定不能饲养动物。现在住进
自 己 租 住的房子里，于是托朋友买了一只柯基养
了起来。

但是，养狗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小马对此
深有感触。要管狗的吃喝，还要每天带着他出去
遛弯，随时对付便溺。即使是在外出差，也要随
时关心，委托室友帮忙照顾。虽然麻烦，但是在
带着狗出去的时候，小马依然要做到文明。“每次
出去要拴绳，在它叫的时候要及时制止，防止吓
到别人。在家里叫的时候，也要及时制止，即使半
夜我睡着时，也要爬起来看看。”小马说。除此之
外，小马还要为狗办理登记，带狗去洗澡，按时去
打疫苗……

中国法学会研究部副主任彭伶在分析为什么现
在不文明养狗现象频发的原因时表示，其一，多数
养狗人主观上并没有故意放任犬乱窜，只是不清楚
养狗的必备知识，因爱而放任狗自由行动。不少民
众在养狗之前并不清楚怎样做才是一个负责任的养
犬公民。其二，一部分公民素质低，过于自私，只
注重养狗的自由，不履行应尽的义务，漠视他人的
健康和生命。

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院长李志刚则认为，主
要原因在于城市居民的文明程度还不够、公心还不
够。“养宠物本是有爱心的体现，但出现危害到公共
空间环境的行为，这种爱心也就本末倒置了。”李志
刚说。

养狗还要顾及他人

有时，在街上看到很多人遛狗并不拴绳子，放
任狗自由行动，但理由却让人啼笑皆非，“我家狗狗
不咬人”。但有时这种想法反而导致了悲剧发生。因
此，养狗还是需要有责任意识，需要顾及他人。

小马认为，养狗需要“将心比心”，有人喜欢
狗，就有人不喜欢狗。不能因为自己喜欢，而不顾
他人，所以养狗时候一定要有责任意识。“养狗是我
自己的事儿，养了它就要为它负责，但也应该为邻
居负责，不能因为我养狗而给邻居造成麻烦。”小马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记者在小马居住的社区走访时，社区居民都很
赞同要让养狗的人树立责任意识。有的居民指出，
按照规矩来养狗，是给他人方便，也是给自己方
便，对所有人都好。

因此，要在养狗人士中树立社会意识、责任意
识，这样才能够推动文明养犬在全社会普及起来。
彭伶表示，对于养犬人而言，要培养他们的规则意
识、责任意识，自觉依法养犬，不让爱犬变成犬
害，这是最根本的因素。

宣传普及文明养犬的知识对于树立养犬人社会
意识和责任意识十分重要。李志刚建议，应该在日常
生活中通过各种宣传、媒体、网络手段提升人们的文
明养狗意识。例如通过知识讲座，开展各种志愿者活
动，宣讲养狗知识，强化养狗人的文明意识。

普及知识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还需要加大惩罚
的力度。通过违反制度规则的惩罚来帮助养犬人树
立红线，培养责任意识。“要加强对违法养犬的惩罚
力度。细化养犬人违法行为的分类和惩罚的方式，
让执法人员易于掌握，易于操作。”彭伶说。

此外，文明养犬行动起来的不只是养犬人，社
会公众也应该肩负一定的责任，共同推动文明养犬
的深入。为此，彭伶建议，社会公众要理解养犬的
邻居、鼓励文明养犬，不要采取过激行动残害不特
定的无辜的动物，激化矛盾。同时，要有监督意识
和责任意识，发现具有危险性的狗要主动积极报告
有关部门，及时预防危害结果发生。

小马很赞同这一点，有时自己在哪一个方面疏忽
了，如果能够有人及时提醒就会避免发生更大的问
题。“自己想着，别人也能帮你想着，这事儿有时就能
好好办下去，养狗就是这么一个事儿。”小马说。

养狗还要依法

近期发生的关于养狗的事件也表明，推进文明
养犬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养犬人和社会公众的
责任意识要树立，但政府以及其他社会力量的参与
同样必不可少。

对于文明养犬各地早就出台过相应的规定。北

京市在2003年就出台了《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对
养犬所需要的条件以及应担负的责任做了明确的规
定。杭州市的 《杭州市限制养犬规定》 最后一次修
订时间是2004年。天津市则是在2005年出台 《天津
市养犬管理规定》。可以说，在养犬方面可以做到有
法可依。

虽然规定实施较早，但问题依然不断出现。对于
这个现象，彭伶认为，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公众对
地方规章的效力认识不够，导致公众心理上不够重
视，也就没有严格遵守规章的主动意识。二是执法人
员对于不依法养犬的危害性认识不足，执法不积极。
三是地方规章本身有不足，导致执行困难。

因此，要让规定变得更加易于执行。同时，随
着时间的推移，实际情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修
订新条例也提上议事日程。许多城市的相关负责人
都表示，新的养犬条例正在制定之中。

有了相应的法律法规之后，养犬人就应该做到
依法养狗。“依法养犬才是真正的爱狗之道。”彭伶
对记者表示，人与动物的和谐绝不是以牺牲人的健
康和生命为代价，也不是以残害不特定动物作为保
护人类的手段。狗是不懂法的，可养狗的人应当懂
法、守法。只有养狗的人遵守规则，约束好爱犬，
不对他人和社会造成危害，才能使不养狗的大多数
人理解、宽容狗的存在，进而形成爱护动物的环
境，最终实现人与狗的和谐相处。

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更加需要做到执法
必严，将监管落实到位。近期，许多城市都开展了
相应的执法宣传活动，来推动文明养犬深入进行下
去。11月16日，成都市启动成都市限养区范围内禁
养犬只的收容处置工作。11月15日，杭州开始实施

“最严”养狗令，并开展“文明养犬”集中整治行
动，其中规定早7点至晚7点禁止遛狗，遛狗不牵绳
最高可罚 1000 元，无证养狗最高可罚 10000 元等。
贵州省贵阳市则是由公安局、综合行政执法局等五
个部门联合发出倡议，呼吁文明养犬、依法养犬。

彭伶还建议要在体制机制上下功夫，“政府部门
应该完善工作机制，落实到社区，建立社区养犬档
案，以便及时辨认出肇事犬。建立犬害应急预案，
及时救治伤者，控制肇事犬，把控事态发展。”

社区居委会等也是促进文明养犬的重要力量。李
志刚表示，养狗和养动物涉及千家万户，城市政府一
级的规定如果落地，需要有具体的操作措施和执行
者，需要社区基层管理层如居委会、物业管理、业主委
员会等加上全体居民的共同监督和执行，是城市治理
在“毛细血管”层面的治理能力的体现。“目前这方面
的治理能力不强，尚未发挥有效作用，需要基层和
居民共同的积极参与。”李志刚说。

李志刚还提出了具体的措施，比如居委会、物业
管理、业主委员会等会同居民代表一起，共同监督和
维护社区空间，划定遛狗路线、地段；关注重点地段，杜
绝不文明行为；对不文明行为的居民进行批评教育，逐
步消除治理死角。同时，用好 APP等网络手段，开展
公众监督，帮助全体居民形成养狗文明行为规范。

针对长期存在的不文明养犬现
象，最近一段时间，多地开展了整治
不文明养狗的行动，出台条例对不文
明养犬行为做出规范。例如，浙江省
杭州市规定，对于无证养犬行为，犬
类主管部门将没收犬只，对个人养犬
的处以 3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的罚
款；江苏省连云港市规定，出门要拴
狗链，长度不超过 2 米；多地还出台

《文明养犬倡议书》，呼吁人们文明规
范养犬……这些做法回应了公众关
切，受到人们欢迎，效果也正在显现。

狗是人类最早驯服的动物，忠犬
护主的故事也有很多，何以在当下反
倒成了问题？其实，狗的问题，源头
上是人的问题，具体来说就是养狗的
人是否文明、犬类主管部门管理服务
水平是否到位的问题。要做到这一
点，首先要立规矩，其次要守规矩。

立规矩就是立符合实际的良法。
规矩是标准法度。对于养狗，这方面
的规矩很多。例如，北京市早在 2003
年就出台了养犬管理规定；海南省海
口市 2008 年出台了城市养犬管理条
例。这些法规在犬只登记、管理、法
律责任等方面做了详细规定，一些条
款还十分严格。但是，实际效果并不
那么理想。原因就在于多数条款指向
管、禁、限，而缺少疏导之策。

这在当前一些地方新出台的管理
规定中同样能看到。比如，提高违法
行为的罚款上限；禁止早 7 点至晚 10
点遛犬等。应该说，制定严格的管理
规定并不是什么难事，但是如果这些
规定脱离实际，往往得不到最佳效
果，还会增加执法管理成本和社会成
本，导致立法与执行、执法与无序的
两张皮，最终违背了立法初衷。

有良法才能善治。用规章制度来
堵住养犬人的不文明行为当然是必要
的，但是更要注重全面、疏堵并举。
这要求定的规矩首先要尊重公共安
全、公共秩序和保障他人权益，通过建
立养犬规则体系，划出公共安全底线，
设计好养犬行为关联各方权益的界线
和损害了权益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其
次要健全养犬服务的便利性措施。比如对养犬人的培训、犬
只登记、强制免疫、免费植入芯片、免费节育等服务的便利
性、经济成本是否低廉等，要有足够关注。总之，相关管
理、执法、服务和规则调节的立法，一个都不能少。

守规矩就是守住文明养犬的刚性规定。规矩的生命力
在于执行。此前多地养犬法规“虚置”的原因，既有养犬
违规者很多时候得不到相应法律制裁，或者违法成本过
低，导致了大量的违法违规行为滋生；又和相关管理部门
长期的懈怠甚至失职不无关系。如果养犬人违反了规定，
就要像查酒驾一样严格查处，“遛狗必拴绳”观念像“喝酒
不开车”才能逐步深入人心，成为习惯。如果法律已经规
定了应该给养狗者提供的公共服务，就应该让这些设施尽
快良好运转起来，让“养狗必培训”“养狗必办证”的观念
像申领车辆驾驶证一般成为常态。这同时也意味着，让各
方都守规矩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更不可能依靠运动式的
整治行动而完成。要长期坚持下去，这考验着地方管理者
的决心、态度、智慧、能力。

中国有句古话：“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人不以规
矩则废，家不以规矩则殆，国不以规矩则乱，这是自古就
证明了的道理。管好一只宠物狗，不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
事、私事，而是体现治理体系“密度”、反映治理能力“精
度”的细活。因此，要给养狗人、犬类主管部门立规矩，
并让他们守规矩，公众则都要当好监督者，谁违规了都要
受到相应惩罚。只有让规则说话，才能唤起相关各方的文
明共识，让养犬不再成为问题。

在日本，养狗人必须为所养的狗进行登记，详细申报养狗人的
姓名、住址、所养狗的数量、种类和用途，还有狗舍的大小及位置
等情况，并要附上狗舍的说明图。

日本实行动物的“终生饲养”，如果养狗人有不及时喂食喂水等虐
待动物，或遗弃动物的行为，要处以最高30万日元罚款；如果被发
现故意杀害、杀伤动物，更要判处1年拘役或100万日元以下罚款。

日本人养狗中规中矩，除了有严格的法律和制度管理的原因，
日本社会比较独特的公众意识对养狗人的约束力量也很大。日本人
到街上遛狗，一定会随时拽紧狗项圈上的缰绳，让狗不要乱跑，清
理狗粪，狗一旦乱叫就要立即制止。在公寓楼房住宅里，住户需要
得到物业管理公司的同意才能养狗，因为同一公寓楼里可能有反对
养狗的人，还可能有对动物过敏的人或孩子。即使得到了养狗的
许可，狗的主人一般也会自觉地不带狗乘坐电梯、不让狗吠叫、妥
善处理狗的排泄物和脱落的狗毛。

日 本 美 国美 国

虽然美国各州的法律不尽相同，但关于养狗的规定基本是一致
的。要想养一条狗，狗的主人必须先缴纳20美元到50美元的注册
费，还要到商店给狗买狗粮，带狗出去散步。美国对狗的管理有着十
分严谨的系统，所有的狗都有正式的“户口”和“学历”。狗俱乐部
遍布全国各地，绝大多数的狗都在这里度过他们的“幼年时代”，即
学习与人相处和接受相关的技能训练。想养狗的人也大都通过正规渠
道获得他们的宠物。

绝大多数美国城市的法律规定：除非在自家院子里，狗在其他地
方都要系上皮带或链条。有的城市设有特定的场地，只有在这里，狗
才能摆脱锁链的束缚，尽情撒欢儿。在美国，许多地方都竖有明显的
标示牌，牌子的图标及文字提醒人们在遛狗时要及时处理狗屎。在美
国，市区的公园都是不准宠物入内的，而郊区的公园也是对狗收门
票。为了防止宠物得病，与人交叉感染，宠物食品的生产要求甚至比
人类的还高。

为了指导狗主人教小狗“讲文明”，英国环境、食品和农村事务
部专门印制了养狗注意事项：

第一，狗主人可以用摄像机录下主人不在家时小狗的表现，或者
狗主人假装离开，然后偷偷守在门外，监视小狗的行动。

第二，住在公寓楼或半独立式房屋的人们要让小狗离墙壁远点，
如果小狗爱朝人狂吠，那就必须让它远离前门或者窗户。

第三，对那些“独自在家就会粘着主人不放、哀号、狂吠”的小
狗们，应多请教兽医、动物保护主义者和看狗人，以帮助动物适应在
家独处。

第四，对待狗类要始终如一。当小狗本会狂吠但却安静的时候，
应该表扬它们或者给点奖励。

最后，如果狗主人制止小狗狂吠无效，邻居继续抱怨、投诉，狗主
人将会收到一张提醒通知单。如果在规定期限之内，狗主人依然制止无
效，他将面临起诉，罚金最高5000英镑。 本报记者 张一琪整理

英 国

社会呼吁文明养犬
本报记者 张一琪

“狗是人类最忠实的朋友”，所以很多人都喜欢养狗。在平房大院，养一
条大狗，不仅是陪伴，更是安全防护。楼房生活，养一条小狗，对人来说就
是情感寄托，让生活变得丰富，不显得单调枯燥。

然而，养狗却不仅仅是养狗的人自己的事儿，说不定会波及到别人。近
期，杭州一名养狗人士的爱狗在小区里面追逐吼叫两个小孩，被小孩妈妈踢
了一脚。结果这名爱狗人士就对小孩妈妈进行两次殴打。最终这名养狗人士
被公安机关予以刑事拘留。

养狗养出了事端，这让人始料不及。但这并不是个案，各地因为狗而发
生的事件层出不穷，不少事都曾见诸报端：玉林狗肉节、流浪狗、遛狗不拴
绳、随地便溺等等。尤其是很多不文明的养狗行为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和
讨论，文明养犬也成为了全社会呼吁的重点。

文明养犬并不是只需要养犬人自己来行动，这其中要设计合理的规章制
度，要有明确的规则条例，能够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还要发挥社会各
方面的力量，形成全社会的合力来做好文明养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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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文明养犬进小区”主题宣传活动现
场，养犬户通过现场签订《文明养犬承诺书》。

张洪金摄 （人民视觉）

▲ 管好 商海春作 （新华社发）▲ 管好 商海春作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