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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物致知 成风化人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
全国生态环保人员坚守一线，
切实加强生态环境质量监测，

确保生态环境安全。

中国环境报公益发布

生态环保铁军在行动

这份刊发于互联网上的报告，全文约 6800 字，共
整理了 2019 年国内与野生动物相关的 1552 起刑事犯
罪案件，并对这些案件进行了初步的分析，总结了案件
中被告人地域、性别、年龄、学历等相关情况以及案件
涉及物种的分类与保护等级信息。

很难想象，参与这份调查报告的临时小团队的成
员们都是高中生，他们是王博文、冀波帆、童羽然、徐明
阳、胥若屿、薛宇，分别来自北京和南京的中学。

这 6 名高中生，相聚于维儿巴自然保护支持项目
的线上课程。“致力于结合跨学科理论与实践，培养兼
具热情和能力的自然保护行动者，为国内民间保护机
构与项目提供智识及人才支持。”这是维儿巴的心愿，
项目协调人陈雨菲介绍，这个团队成员参加的就是专
门面向高中生的自然保护线上课程，在大家心中，遇到
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做有意义的事情，就是这个寒假最
大的收获。

谈起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份调查报告，南京外国语
学校高二学生童羽然告诉记者：“当时正值中国新冠肺
炎疫情高峰期，贩卖野生动物事件成为舆论焦点，在老
师的建议下，我们决定通过可靠的数据去分析野生动
物犯罪案件的现状，帮助大家更加客观、全面地了解野
生动物犯罪。”

调查报告需要分析大量的案例，他们就分工合
作。“梳理数据需要耐心和细心。因为每一个数据都需
要我们从案件的判决文书中摘出来，一开始大家没有
经验，对数据的位置不熟悉，对物种的保护级别不了

解，效率就不高。”北京四中国际校区的高三学生徐明
阳扮演着小组长的角色，他介绍，“经过分工，重新梳理
逻辑，在工作开始前，给出明确的目标，我们变得越来
越熟练，工作的推进也更有效率。”

在最终的调查报告中，学生们得出这样的结论
——“中国的野生动物犯罪多分布于西南地区，呈南密
北疏的大趋势，尤其集中在湖南、广东 、云 南 、福 建 等
省 ；非 法 狩 猎 罪 较 为 特 殊 ，集 中 在 以 河 南 省 为 主 的
中 原 地 区 。”野 生 动 物 犯 罪 的 规 律 隐 藏 在 纷 繁 复 杂
的 判 决 文 书 中 ，孤 立 地 看 过 去 ，一 些 信 息 难 以 被 发
现，在徐明阳心中，“数据就是一座等待人们挖掘的宝
藏。”

他们还发现，“野生动物犯罪的被告人群体主要特
征为男性，年龄约 30 岁~60 岁，绝大多数尚未完成或只
完成九年义务教育。”这一人群的画像变得越来越清
晰，对于了解犯罪背后的动机更加有利。

通过梳理，他们发现，非法捕猎野生动物的方式主
要包括使用猎枪、布设电网、电子诱捕器、夜间照明、下
毒等，针对不同类别物种的捕猎方式各异。最常见的
捕猎动机是被告人自己食用和卖掉赚钱，还有个别案
例是将猎物作为礼物送人。多数情况下，被告人宣称
不了解其猎杀的动物属于受保护物种。

而与盗猎野生动物不同，野生动物非法贸易大多
为有意识的犯罪。被非法收购和出售的哺乳动物多被
用于非法展示（如猕猴）、工艺品制作（如象牙、犀牛角）
和食物及药物加工（如虎骨、穿山甲）。

在童羽然看来，“通过整理分析野生动物犯罪案件
的数据，展现犯罪的基本事实，也许可以为野生动物保
护提供更多有价值的参考。”

他们尝试追问更多问题，找寻背后的原因。比如
为什么被伤害的是这一物种？被告人的犯罪动机有哪
些？学生们还疑惑，既然有严格的法律规定，为什么野
生动物犯罪依旧屡禁不止？

带着这些问题，数据分析更有方向和目标。童羽
然表示，“野生动物犯罪数量众多，或与国家立法有一
定关系。中国的保护区多且杂乱，有的面积极小，可能
就是你家边上一座山头，而且各省市的禁猎时间也各
有规定，保护物种更是设有多个类别，很多常见物种也
在名录中，不去查询根本意识不到，这会导致人们的

‘无意识犯罪’。”
阅读了 1552 起案件的判决文书，对 1552 组数据进

行分析，他们认识到，野生动物保护并不是出台法律规
定就能一劳永逸，地方各级部门对野生动物保护的宣
传教育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和更新也需要跟上。

“人们通常将野生动物犯罪归咎于当事人缺乏法
律和自然保护意识、现有法律存在漏洞、执法不严等原
因，其实背后的原因还能更加细节化、清晰化。”徐明阳
介绍了接下来的打算，“我们正在对犯案动机的数据做
分析，这也让我们认识到，伤害野生动物不仅仅是利益
的驱使，还有人兽冲突等原因。或许，这些分析能为有

针对性地保护野生动物提供更多的依据。”
在着手调查报告的过程中，徐明阳的感觉是“痛苦

并快乐着”。因为喜欢观鸟，他对大自然倍感亲切，更
愿意为保护野生动物做点事情。虽然庞大的数据让他
感到“挑战十足”，但辛苦的付出有了收获，自己“少刷
会手机，少玩点游戏”，可以去做更有意义的事。

“以前观鸟的时候，我们会组成护鸟小队，向人们
科普爱鸟观鸟的知识。”徐明阳希望自己的热爱能够感
染更多的人。童羽然则表示，希望可以参与到更多面
对高中生开放的环境保护项目中，成为一名环境保护
志愿者。

学生们在报告中写道，“我们热爱大自然和其中的
生物，也关心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希望通过我们的努
力，让人与自然能够更好地和谐共存。”

通过研究，学生们初步了解了国内野生动物犯罪
的现状，也看到了研究当中的问题与局限。如由于目
前纳入分析的案件的时间仅限于 2019 年一年，故鲜有
反映犯罪情况变化的趋势，且关于野生动物犯罪的动
机和方式等具体细节，亦尚未进行深入的分析。

然而，在陈雨菲看来，学会独立思考，是一个人受
用一生的财富。“面对疫情之下野生动物保护引起的热
议，同学们着手分析上千起案件，并能冷静和包容地思
考问题，做出独立的判断，展现了独立思考的魅力，也
让我看到未来的希望。”

本报讯 第十四期“贵州河流
日 1+2 行动”近日举行。受疫情
影 响 ，此 次 活 动 采 取“ 线 上 +线
下”活动的方式开展，贵州全省 9
市 州 的 近 500 名 志 愿 者 通 过 巡
河、净滩、撰写河流故事、创作保
护河流主题视频、1 小时快闪等
多种方式，关注贵州河湖环境保
护。

“贵州河流日 1+2 行动”是由
贵阳黔仁生态公益发展中心联合
14 个贵州本土公益团队于 2019
年“世界水日”发起的一项河流保
护活动，倡议将每个月第 3 周的
周六定为“贵州河流日”，号召广
大市民在这一天利用 1 个小时，
就近巡护身边的两公里河湖，用
这种方式关注和参与贵州河湖保
护，践行“大生态”战略行动。

此次“贵州河流日 1+2 行动”
共有黔仁生态、遵义市青年志愿
者协会、花溪区圆梦爱心社等约

500 人参与。活动共涉及省内南
明河、赤水河、猫跳河等 40 余条
河流、15 个湖库，志愿者捡拾清
理垃圾 199 公斤，徒步巡河里程
211 公里，累计投入线下活动志
愿服务时长 590 小时。此外，收
集河流故事、相关视频、“云巡河”
录屏（截图）等作品 46份。

志 愿 者 在 巡 河 中 发 现 的 问
题，由参与团队和志愿者反映给
各级河长办等相关职能部门，并
督促处理。

作为此次活动 的 发 起 方 之
一 ，黔 仁 生 态 为 巡 河 队 伍 提 供
了 技 术 咨 询、专 业 培 训、巡河小
基金、巡河工具包等不同形式的
支持与服务。黔仁 生 态 相 关 负
责 人 表 示 ，希 望 未 来 有 更 多 公
益 团 队 和 志 愿 者 参 与 到 行 动
中，以志愿服务助力河长制，守护
黔山秀水。

王吉勇

本报讯“感谢大哥哥大姐姐
们的分享，让我们明白了科学防
疫以及生态文明建设中蕴含的科
学道理，今后我也将积极参与到
环境保护和节约资源的行动中。”
在 南 京 大 学 环 境 学 院“ 同 心 战

‘疫’，健康中国”生态 科 普 云 课
堂 上 ，来 自 湖 北 省 恩 施 州 巴 东
县 官渡口镇初级中学的学生们
如是说。

目前，生态科普课程已经举
办了两期，反响热烈，累计吸引官
渡口镇初级中学 1800 余人次的
师生和家长参与，课程直播期间
收获点赞互动近 3 万次。官渡口
镇初级中学校长马爱民表示，生

态科普云课堂对引导学生树立环
保理念，规范学生环保行为，具有
启发和教育意义。

在南京大学研究生支教团湖
北巴东分队的志愿者们看来，两
次“云端课堂”对网络授 课 模 式
下的教学内容与形式进行了补
充 和 拓 展 。 接 下 来 ，生 态 科 普
云 课堂将会在线上持续开展，南
大学子们将为中学生们讲授“绿
色发展与环境保护”“长江大保护
与巴东的水源文化”“绿色生活方
式”等主题课程，引导中学生做生
态公民，让绿色生活方式成为青
春时尚。

李苑

“用数据说话，全面认识野生动物犯罪这件事”
新冠肺炎疫情蔓延，让学生们度过了一个

“超长假期”。怎样才能让这个假期收获满满？宅
在家的高中生又该如何关注、参与社会热点话题？

来自北京和南京的6位高中生，以一份独特
的野生动物犯罪案件调查报告，给出了自己的答
案。

▲图为案件中频繁出现的麝、斑鸠、锦鸡和穿山甲类物
种。

新鲜速递

贵州河流日行动线上线下联动
近 500名志愿者参与巡河、净滩等活动

南京大学环境学院组织网络授课

云课堂传递生态科普知识

分析上千份案例，探寻野生动物交易背后的隐秘信息

6名高中生完成
野生动物犯罪案件调查报告

◆本报见习记者肖琪

传授知识增进了解

新疆生物安全教育进校园

▲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涉及不同物种保护等级

的案件数量分布。

▲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珍贵、濒危野生动

物制品罪涉及不同门类物种的案件数量分布。

“挖掘数据背后的信息，为野生动物保护提供参考”

本报记者杨涛利 通讯员顾
雪“这个虫子我见过，就在土豆
苗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四师
67 团中学八年级（3）班学生娜迪
娅·赛力克在海关关员的指导下，
看到了显微镜里的马铃薯甲虫标
本，兴奋地说。

“对，这就是马铃薯甲虫。同
学们，现在让我们一起上一堂国
门生物安全课吧。”近日，乌鲁木
齐海关所属都拉塔海关联合 67
团中学开展国门生物安全进校园
活动。生动活泼的课件和检疫性
有害生物的标本，让同学们了解
了水葫芦、马铃薯甲虫、非洲猪瘟

等知识，也理解了海关卫士守卫
国门的使命。

下课后，海关工作人员还与
学生们一同在宣传横幅上签字，
表达自己争做安全卫士的决心。

据悉，乌鲁木齐海关日前组
织隶属海关在全疆范围内开展国
门生物安全宣传教育系列活动，
结合实际开展重大动植物疫病跨
境传播、防范外来物种入侵、保护
生物多样性等宣传教育；组织开
展“国门生物安全知识”进校园、
进社区、进机关等“十进”活动，切
实提高社会各界对国门生物安全
的认识和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