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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它们扮演着各
种角色，比如玩伴、家人、保安……但与此
同时，犬伤人、扰民等事件屡见不鲜。怎样
文明养犬，怎样让犬和人类和谐相处，越来
越引起社会的关注。

不文明养犬行为让人反感

在光明路一小区内，记者看到有不少居
民都养狗。小区附近，有个滨河健身步道，每
天都会有居民到这里锻炼，这里也成了爱狗
人士的遛狗路线。一些市民遛狗时拴着绳子，
紧随其后；也有不少市民把遛狗绳解开，让狗
在草坪上撒欢打闹。有时候，这些狗还会跑到
步道上，此时，散步的市民只能远远绕开。

喜欢跑步的市民刘祺告诉记者，她喜欢
呼吸着清晨清新的空气去锻炼身体，惬意而
美好，可是这种美好经常会被沿路看见的狗
粪所破坏，如果没注意，还会不小心踩到，
好心情瞬间被毁掉。“出来遛狗无可厚非，
养犬要文明，遛狗要栓绳，粪便要清理，这
是最基本的文明行为。”

“没事儿，我家狗胆子可小了，不咬
人。”“反正草坪上也没人，放开狗绳，让
它们玩玩休息。”当记者询问这些遛狗的居
民为什么不用遛狗绳时，总会得到这样的答
复。

其实，这只是爱狗心切主人的看法而
已。“我在小区就碰到过一次，主人遛狗不
栓绳，狗特别凶，冲着我就叫，追着我的腿
咬。”邱丽回忆道，有一次晚上去小区门口
取快递，碰到一个女主人遛一条黑色的泰迪
犬，没有栓绳，正在自己路过狗的时候，泰
迪突然冲着她狂叫起来，吓得她赶紧快走，
没想到狗追着她咬，狗主人在旁边看着也没
有出声阻拦。“我当时特别气愤，就冲狗主
人叫道，你家狗爱咬人，出来也不栓绳
子！”邱丽告诉记者，“女主人根本没搭理
我，一点歉意都没有，后来我才知道，不止
我一个，小区里好几个人都被这条小黑狗吓
到过，每次她都不栓遛狗绳。”

文明养犬 关键在人

“从表面上看，养不养狗、怎么养狗好
像是市民自己的私事，可一旦宠物狗走出家
门来到公共场所，个人行为会因涉及公共利
益，而成为社会公共问题。从根本上来说，

狗患根源不在狗而在人。”徽盐湖公馆物业
办一位刘姓负责人介绍道：“在小区日常管理
中，总会有遛狗不栓绳、任凭自己小狗随地
大小便等现象发生，但通过近两年的文明创
建宣传和管理，不文明养犬行为正在逐渐减
少。”采访中，记者也发现一些践行文明养
犬的狗主人，他们养狗时做到和周边人的和
谐共处。

“我养狗就从来没收到别人投诉。”市

民翁玲玲是个资深狗主人，她说，自己遛狗
时，会选择凌晨和深夜人少的时候。除了给
狗戴狗绳，还专门购买了给宠物狗佩戴的嘴
套。外出时，她还会随身携带塑料袋，方便及
时清理粪便。“最重要的是狗主人要负责任，
除了照顾好它们，还需要对它们进行训练，
才能让它们更好地融入我们的生活。”翁玲
玲举例说：“就以随地大小便为例，其实狗狗
排便都是有规律可循的，常常在睡醒时、进
食后和剧烈运动后。每次遛狗时随身携带清
洁工具，这个问题很容易就能解决。”

市民蒯多丽是一位爱狗人士，自养狗以
来，她都按时给爱犬打预防针、洗澡、做疾

病预防，在她看来，规范文明养犬既能
方便城市管理，也能方便养犬

人和普通市民，对大
家 都 有 益 处 。

蒯多丽女士

表示：“养狗就跟养孩子一样，养它就要对它
负责，让小狗养成良好的习惯，养狗就会更
加文明。”

加强管理 共同参与

近日，不少市民在城区部分公园的入口，
或者公共厕所旁都看到了这样一个装置，三
角形木板顶，下面放置大小不一的三个黑色
铁笼，上面写着四个字——— 狗狗之家。没错，

这就是市城管局园林处为破解公园广场内不
文明养犬管理难题而设的小狗临时安放点。
市民在没有拴狗而需要进入公园，或是不方
便携带狗狗时，都可以将狗狗放置进笼子里，
等方便时再来接狗，既能让狗狗有个安全的
临时寄放处，又能方便市民出行。笼子上还有
一个免费取用的狗狗便袋，主人可以及时将
狗狗大小便清理。很多喜欢到公园遛狗的市
民表示这样特别贴心，也十分方便。

不止如此，我市还出台了《六安市城区
养犬管理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方案中
明确十多个部门在文明养犬中的责任，比如
市公安局负责养犬管理专项立法工作，负责
市城区养犬管理平台筹建工作等；市农业农
村局负责犬只狂犬病的疫苗免疫、监测，发
放犬类免疫证，做好犬只集中饲养和无害化
处理等场所以及犬只诊疗机构的审查许可工
作等；市城管局牵头负责规划建设犬只收容
场所，负责流浪犬的捕捉、收容、管理等。

规范市民养犬行为也是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的重要内容之一，记者了解到，今年9月
至11月，我市在市中心城区及叶集区城区范
围内开展养犬管理专项整治行动，进一步

提高了市民文明养犬意识，助力全国文
明城市创建。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整
治携犬 出 户 不 束 犬 链 ( 绳 ) 牵

引，携犬出户不及时清除犬
便，携犬(除导盲犬外)乘
坐交通工具、进入室内
公共场所和设有禁入
标志的室外公共场
所，干扰他人正常
生活等不文明养
犬行为。

这几天，发生在河南安
阳的“狗伤老人”事件引发
全社会关注，这起发生在小
区内的“狗伤人”事件，气
哭记者，惊动相关部门，成
为全网舆论焦点，并最终走
向停职调查。不仅如此，还
有湖北武汉一女子与遛狗者
冲突后坠楼殒命。唏嘘之
际，这些因狗而起事件更应
引起反思，文明养犬不该成
为一件难事。
随着人们物质文化生活

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居民
养犬的热情也日益升温，但
同时，恶犬咬人、遛狗不拴
绳、狂吠扰民等现象频发。
文明养犬，关键在于加强
对养犬人的约束和管
理，增强养犬人的社
会公德和法律意识
相当重要。对照文
明养犬法规，加
强对养犬行为的
管理，大家一起
共同维护健康文
明的城市环境。
同时，养犬

人应该加强文明
养犬知识学习，自
觉遵守相关规定，

杜绝不文明养犬行为，让文明养犬成为一种
共识。有句古话：“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守
规矩就是守住文明养犬的规定。一些养犬法规
“虚置”，养犬违规者很多时候得不到相应法律制
裁，违法成本过低。如果像查酒驾一样严格查处，
“遛狗必拴绳”观念像“喝酒不开车”深入人心，成为
习惯，那么文明养犬便不再是一件难事。
养犬是个人素质和社会责任感的综合体现，

管好宠物狗，不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也不仅
仅是个人私事，而是体现社会文明程度的大
事，反映城市治理能力。
文明养犬，要靠自觉，更要监督和

执法到位，只有把人的作用发挥到
位，狗狗才能真正成为人见人
爱的萌宠，也才能真正做到
文明养犬，爱心养犬。

俗话说：十月小阳春。这几
日晴冬暖阳，熏得人如沐春风。连

日晴朗，蓝透了天，染红了树，澄净了
水。这么好的天气不出门，岂不辜负了时

光。恰巧，文友相邀去裕安区江家店镇林水
寨参观，便满怀喜悦开车前往。

导航抵达林水寨西门，就看见古色古香徽派
建筑。大门左侧是铺金带黄的稻田，右侧是蜿蜒曲

折的淠水河支流。
大门里不是常态下的笔直道路，而是曲径通幽的

艺术长廊。路两旁各色小花开得绚丽多彩、缤纷热烈，各
色月季、杜鹃、秋菊和不知名的小花，在晨风里，带着晶莹

的露珠，绽放美丽和鲜艳。
一路走，一路欣赏。林水寨，这个名字就很好听。林木水绕

青田绿，缓缓丘陵是山寨。风水宝地，一方好景。
林水寨庄园很美，有小桥流水，有宽檐回廊；有大红灯笼，有

绿树翠竹。池塘里，成群的麻鸭嘎嘎游弋，大白鹅挺胸伸脖雄赳赳
在田埂上摇摆行走。独木桥、甘蔗林；残荷菱藕，枫叶银杏，微风吹
拂茅草，悠悠一脉斜晖，无不呈现出安宁恬静的田园风光，这纯净的
乡村气息很抚慰躁动不安的心绪。

但林水寨最醒目、最动人的景色，还是那一望无际的千亩稻田，黄
灿灿的，在太阳的照射下闪着柔和的金光。细观察，这稻秆比一般稻谷
高出许多，也粗壮许多，想必结出的稻谷也是饱满香甜的。

原本以为，这里的生态园与其他地方的农业生态园大同小异。有农业
产品，有农庄住宿；有农家美味，有农耕体验与农产品采摘结合、旅游和创
收结合。可是，听介绍我被深深地震撼，原来这个稻米不是普通的稻谷，而
是一款与众不同的农产品，是生态园主打的知名品牌：鱼田雪稻。

鱼田好理解，因为现在很多农业生态园都有鱼稻同田、虾稻同水等。但

这里的雪稻可就新奇了，这雪稻生长周期长，度过了春夏秋生长
季，还要在冬季里继续沉淀成熟，待白雪上了稻穗的头，稻穗浸
了雪的浪漫，蕴含了雪的精灵仙气，这稻米才算完成一个完整的
生长周期，才能收割、担仓、收藏。这时，雪稻打出的不仅是晶莹
剔透的白米，更是得一年四季日月精华的雪米。这雪米，低调奢
华有内涵；这雪米，不施化肥，不打农药，靠自然地力生长。

听左总监介绍，鱼稻共生即稻田养鱼，鱼和水稻共生的生态
平衡系统。杜绝使用化肥、农药，全程用有机农家肥、人工锄草、
人工防治虫害，生态园将着力打造3万亩鱼稻共生示范基地，总
投资3 . 65亿元，现已完成投入6000多万元，进行田地平整、养殖
沟渠建设、绿化建设、路面硬化等改造，一期实现1200亩改造水
稻田，其中水域面积约100余亩，稻田1100余亩，放养了鲤鱼、鲫
鱼、虾、蟹、泥鳅等，实现水稻亩产300公斤、生态淡水鱼亩产60

公斤的目标。
左总监娓娓道来，林水寨主要特色就是以水做文章，把河水

引到丘岗高处，再从高处瀑布式浇到每一块田里，达到合理节水
灌溉功效，建设成安徽省淠史杭总局对农业水利的标准。以生态
农业为基础，打造原生态农业产业链，将形成观光、旅游、农耕体
验、农产品、采摘区、康养等一体的大型田园综合体。后期建设工
程有：水上乐园、稻田景观台、稻田茶室、稻田餐厅、鱼文化馆、鱼
体验捕捉区，打造成一个4A景区，践行乡村振兴，为乡村建设贡
献一份力量，为社会带动一种文化。

生态园还特邀农科院、农业部、安农大等专家进行指导，鱼
田雪米已经通过绿色食品认证，全国有3000多家客户，雪米供
不应求。

林水寨，风景秀丽、环境清幽、村美人和。站在鱼田雪稻的田
埂上，看青山绿水金稻谷，淠水弯弯绕田走；手捧沉甸甸的雪稻，
我细嗅轻闻，带着丝丝甜味的幸福沁人心脾。

立冬时节，寒气袭人。
地处霍邱县白莲乡珍珠村的甲
天下生态水产养殖场里呈现出一片
忙碌的情景：工人们有的在查看甲鱼孵
化情况，有的在为甲鱼拌料，有的在清理养
殖场里的废物，有的在给甲鱼喂食，有的在
将成品甲鱼装车……

“我们的甲鱼全部销往外地，客商都是
自己上门来拉，销量大，成活率高，价格稳
定，每车可装1万公斤，一个甲鱼棚可装3车
甲鱼，达到3万公斤，一次性销往南京、杭
州、郑州、阜阳等地中转站，毛收入可达90

万元。”该养殖场负责人朱地球一边告诉记
者甲鱼的销路一边盘算着收入。

今年40岁的朱地球，初中毕业后，独自
在外闯荡，种过西瓜，养过羊，干过小工
程。从苏州打工回来就开始养龙虾，由于他
脑子灵活，很快进入角色。凭着几年在外打
拼的经验和对市场行情的敏锐
分析，2014年，他瞄上生态甲
鱼养殖项目。

“说干就干，我当时就到
城西湖乡流转了8亩地，建起
4 个 大 棚 ， 搞 起 生 态 甲 鱼 养
殖。从土地流转到建场，从引
苗到学养殖技术，我一步一步
地干，也没走太多的弯路。”
谈起当初创业经历，朱地球感
慨万千。

2015年，朱地球养殖的第
一批甲鱼推向市场，凭借生态
甲鱼裙边软糯、肉质紧密的口
感，一上市就得到良好的口
碑，他也收获了养殖“第一桶
金”。湖北、江西、合肥等地
的客户都慕名前来购置他的生
态甲鱼，尽管年产甲鱼达15万
公斤以上，依然供不应求。
“按照每斤40元的收购价计
算，年纯利润超过100万元。
甲鱼生态养殖市场环境这么
好，我自己想都没有想到。”

2018年1月，朱地球来到
白莲乡珍珠村，成立安徽甲天
下水产养殖有限公司。投入
1 4 0 0多万元，流转土地 1 2 0

亩，建起立体化、标准化甲鱼
养殖大棚20栋，建立公司+基
地+农户的水产养殖基地，年
产值达到2700万元。由于规模扩大了，朱地
球先后到浙江、福州、武汉等地学习技术。
他探索出一套实用的生态养殖技能。在专家
的技术指导下，他的“两段式”养殖模式已
经成型，把现代设施渔业技能与生态养殖方
法结合起来，提高了甲鱼苗种培养的成活率
和产物质量。

天有不测风云。2019年疫情爆发，养殖
好的成品甲鱼卖不出去，外面客户进不来，
周边的甲鱼价格每公斤只有16—18元，再加
上养殖成本加大，当年亏损800多万元。这

给朱地 球 的 养殖
业带来巨大冲击。
好在亲戚和家人大力
支持，他东挪西借，想
办法，搞资金，总共拼
凑500多万元，重新开始孵
化、育苗、养殖，下决心东
山再起。

2020年出栏产品
甲鱼6 5万多公斤，毛
收 入 达 2 6 0 0 多 万 元 ；
2021年1至10月销售甲鱼45

万多公斤，收入达1500多万
元。

致富不忘众乡邻。朱地球
先富起来了，但他心中始终牵
挂着乡亲们。他利用养殖场的
优势，直接吸纳本村3户贫困户
到基地常年务工，解决当地50

多名富余劳力在家门口就业。
“只要有企业，俺们就生活

不愁。”从建养殖基地就来公司
看大门的75岁五保户孟现春告诉
记者，他每月可拿750元工资，全
年收入9000元。贫困户毕国昌常年
在基地干活，每月工资2000多元，
解决了他全家的后顾之忧。

据养殖基地工作人员陆以俊介
绍：该企业常年还帮扶5户困难户，
每逢过年过节慰问贫困户30多户，捐
赠物品价值达3万多元；临时工每天8

小时活，每天100元，当天结清，群众
劳动积极性非常高。

“为推深做实农业138+N和6969

工程，壮大集体经济，增加村民收
入，我们乡投资 2 0 0 0万元，在白
莲、窑流、牛角等8个村联建了甲鱼
养殖场，由甲鱼养殖能手朱地球负
责牵头组织实施。”该乡党委书记

杨忠敏告诉记者，该项目建起40栋甲鱼温室
大棚，占地面积36720平方米，带动群众450

户1504人增加经济收入，其中，带动80户已
脱贫户就地就业，户均增收5000元以上，
防止出现返贫现象发生。8个村每村年增
加集体收入 10万元左右，群众满意度达
95%以上，巩固了脱贫攻坚成效，有力
助推乡村振兴。目前，该乡8村联建甲
鱼养殖场项目正处于建设施工阶段，
预计今年底投产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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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文文明明明养养养犬犬犬，你做到了么？
本报记者 宋金婷 王婷婷\文 王丽\图

编编 者者 按按
在我们的身边，有越来越多的家庭喜欢养犬。可是随着城市养犬数量的增多，有

些人的不文明养犬行为，给城市管理带来一些困扰。文明城市的创建需要文明的养犬
行为。我市目前文明养犬的氛围如何，市民对文明养犬知多少？记者进行了走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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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陈陈力力 摄摄

束红梅


	05-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