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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开展新市民金融服务宣传月活动
泰康人寿周口中支

������为进一步加大新市民群体
金融知识宣传力度，提升新市
民的金融素养和风险防范意

识，11 月以来， 泰康人寿周口
中支在全辖范围内积极开展新

市民金融服务宣传月活动。

泰康人寿周口中支在网点

设立新市民金融服务宣传区，
悬挂 “学习二十大、 情暖新市
民、金融在行动”条幅，张贴“情
系新市民、金融伴你行”宣传海
报， 向前来办理业务的客户发

放金融知识手册和宣传折页，
讲解新市民金融服务利好政

策、金融保险知识等内容，同步
开展反洗钱、 非法集资和养老
诈骗等宣传教育， 增强新市民
群体的风险防范意识和能力，

强化他们的反诈防骗意识。
泰康人寿周口中支将持

续聚焦新市民群体，不断创新
宣传形式，多方面了解金融消
费者的金融知识需求，强化金
融消费者的风险防范意识，增

强金融消费者的获得感、幸福
感和安全感 ， 用实际行动切
实保护金 融 消 费 者 合 法 权

益 ， 推动新市民更好地融入
城市金融体系 ， 共创和谐金
融环境。 ②26（王吉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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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边、公园里、桥洞下、地铁站旁……
家住辽宁沈阳的陈子鹏总能在公共

场所发现一些流浪狗，“每次遇见，我
都得绕道走，怕被咬伤。 ”

近年来， 随着百姓饲养宠物数
量持续增长， 弃养宠物数量也居高
不下。 这些因各种原因被遗弃的猫、
狗等小动物，或屡屡伤人，或导致疾
病传播。 弃养宠物治理成为城市必
须面对的“新考题”。

“弃宠”成为
城市隐患

在沈阳市盛京宠爱流浪动物救助站，
小屋内整齐堆放着大大小小的笼舍。这里
每年都会救助流浪动物近 400 只，多数为
主人弃养。负责人王小刀说，这个数字，每
年都在增加。

《2021 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 》显
示，我国城镇家庭宠物猫、犬的数量合计
超过 1.1 亿只。 多位动物保护人士告诉记
者，养宠消费日益增长，弃养宠物的数量
也居高不下。 这些在城市中流浪的小动
物，给城市管理带来许多难题。

流浪狗伤人就是其中之一。 在重庆、
西安、郑州等地，近年来频频出现流浪猫、
狗伤人事件。 王小刀告诉记者，在他发现
的流浪狗中， 不少是大型犬甚至烈性犬。
饲养这类犬不仅违反相关法规条例，而且
很容易发生弃养并伤人。

今年 5 月，沈阳市民王炬在室外遛狗
时，路边突然冲出一只柴犬，咬伤了他的
左腿。路人告诉他，这只狗没有主人，这几
天刚来到这里，凶得很。无奈之下，王炬只
好“认倒霉”。

“除了伤人，被弃养的这些猫、狗也会
带来传播疾病、污染环境的风险。”沈阳市
望康动物医院院长程浩说，因为长期居无
定所，在脏乱差环境下生活的猫、狗身上
很可能会沾染许多疾病，变成病毒的携带
体。
城市管理难题增加，流浪动物收容机构逐
渐饱和、不堪重负。 一位官方收容站负责
人告诉记者，收容站从去年开始就已经满
员，喂养的负担越来越重。

位于沈阳市的一家宠物医院，自今年
6 月开业以来已救助近 40 只弃养宠物，
有的是被主人扔在门口，有的则是在治疗
中被主人遗弃。 弃养的原因也是五花八
门：品种不喜欢、与预期反差大、经济负担
大……

“说到底，还是弃养成本太低。 ”王小
刀说，许多人饲养宠物责任感不强，缺少
科学养宠的知识以及养宠的长期规划，遇
到结婚、生子、出国等情况时，往往“一弃
了之”。

宠物饲养管理制度不完善
记者调查发现， 宠物弃养行为频现，除

了与弃养者不负责任相关，管理不规范也是
重要原因。

———源头难管，繁育市场鱼龙混杂。 宠
物繁育市场是宠物弃养的源头之一。 业内人
士告诉记者， 有的繁育者繁育不加节制，卫
生也难达标，只留下好品种，把普通品种或
病宠“一窝一窝地往外扔”。 还有的繁育者把
病宠便宜卖，购买者发现宠物生病后投诉无
门，许多也选择弃养。

走进辽宁一家全国知名的宠物繁育基

地， 记者发现这里的养殖户大多是个体经
营，有一户院子、几个笼子就可以繁育养殖，
个别养殖户甚至是无证经营。

城市管理部门相关人士说，宠物繁育作
为一种新兴业务，准入门槛相对较低，相关
管理条例也不清晰。 很多繁育者只在社交软
件经营，增加了监管难度。

———有法难依，遗弃行为难追责。 记者
了解到，《重庆市养犬管理条例（草案）》计划
于 11 月进行第三次审议，草案提出对虐待、

遗弃饲养犬只等行为做出处罚。 上海、广州、
福建等地也对弃养行为出台了相关规定。

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教授侯国跃

告诉记者， 虽然各地出台了宠物弃养的相
关规定， 但具体落实情况还有待进一步观
察。

一方面城市流浪动物规模大、管理难度
大，往往发生了被动物咬伤、抓伤等伤民扰
民事件后，才会进行追责。 另一方面，许多弃
养宠物身上缺少明确的身份特征，很难进行
一对一的跟踪追责。

王小刀说，在一些国家，饲养宠物需办
理“宠物身份证”，为宠物义务植入芯片，芯
片内包含饲主、宠物、兽医的相关信息。 而在
我国，相关的技术手段还未普及。

———救助难成体系， 民间收养生存难。
“送你一只狗” 流浪动物领养团队主理人苏
珊等业内人士表示，目前，全国各地的救助
站以民间个人力量为主，相应专项基金支持
不足。很多救助站能被领养的宠物不足 10%，
全社会尚未形成良好的救助、领养体系。

多管齐下给宠物“安家”
专家认为，宠物弃养关系城市管理的各

个层面，既要从源头治理，加大监管力度，也
要加大对饲养者的约束，让宠物不再流浪。

侯国跃指出，目前我国仅有部分省份针
对宠物弃养行为出台相关规定，应进一步在
更大范围推广， 并设置配套制度和配套措
施。 比如，对于特殊情况确需弃养的，要规定
相关部门或引导市场为其提供合法通道。

辽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思宁说，要从
城市管理的细枝末节想办法，健全宠物登记
审批制度、家养动物许可证制度，也可以在
办证时增加对饲养者的测试， 或鼓励 “试
养”，从而降低弃养率。

沈阳市道格凯特动物医院院长张赫建

议，完善繁育市场的行业标准，在卫生检疫、

繁育规模、病宠处理上设置更完善严格的标
准、流程。

除了源头管理，弃养宠物的末端救助、消
化也很关键。 从事多年领养工作的苏珊说，
对弃养宠物来说，最好的归宿就是被领养。

上个月， 北京市通州区市民项锦波刚从
领养机构领养了一只流浪猫。 “救助人将救助
动物信息做成图片展示， 我看到后就去领养
了，小猫非常健康，也不用付费。 ”项锦波说。

苏珊说，希望政府和民间力量能形成合
力，比如设立宠物救助基金，完善社会救助、
领养体系，做好被领养宠物的跟踪，让领养宠
物的理念和渠道被更多的人了解、接受，让更
多弃养宠物得以“安家”。

（记者 武江民 王乙杰 李晓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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