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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禁龟鳖让“禁野令”更精准
《通知》明确不禁龟鳖，让“禁野令”更为精准。毕竟，关于何为“野生动物”，普通百姓与法

律人士、动物保护专家的理解并不完全一致，中间模糊的界限很难自行把握，也容易造成误

伤。厘清“禁野令”的边界，提高民众认知度，加强可操作性，其意义重大。

让网课信号点亮农村学子梦 巷 议

□辛识平

工信部日前印发通知，提出加快农村偏
远地区网络覆盖，着力解决网速慢、信号弱
等问题，及时做好疫情重点地区、临时教育
教学场所等区域的网络保障。
在疫情防控期间“停课不停学”的特殊

时期，网络课程走进千家万户。然而，对于不
少农村偏远地区的学子来说，“上网课”并不
是一件容易的事，他们“找网上课”的故事让
人感动，更让人心酸。
在内蒙古呼伦贝尔，有一户世代生活在

草原的牧民，为了让女儿顺利上网课，不得不
收拾蒙古包全家迁徙找网；在湖北宜昌，一位
爷爷拿着手机循信号找遍大山，给孙女搭了
一间网课帐篷；在西部某县，因无智能手机、
无电脑、无网络等原因无法上网课的学生就
有2000多人……一些学生因为“没网络”而长
时间缺课，影响他们的学习和成长，这不仅是
教育问题，也是关系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越来越多
的农村学生可以便捷地获取各种教育资源、
学习机会。但总体而言，教育资源分配不均
衡现象依然存在，农村地区特别是贫困地区
的教育水平和硬件设施，与城市相比还有不
小差距，尤其是在贫困家庭，能用上智能手
机、电脑、网络来学习，本身就是一件奢侈的
事情。当疫情袭来，网课成为实现“停课不停
学”的主要手段，平时就存在的“数字鸿沟”
问题就显得更加突出。
破解农村偏远地区的网课“痛点”，需要

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加快网络通信等新基础
设施建设，尽快消除信号盲区和死角；也需
要各地各部门精准施策，调动各方力量，把
关爱和帮扶学生的工作做细做实。
学校应开展必要的摸底，充分掌握学生

及其家庭的具体情况。绝不能因为上网课很
普遍，就认为所有学生都有上网课的条件。在
教学中不妨灵活一些，切勿“一刀切”。对于上
网课确有困难的学生，要体谅他们的难处，采
取务实管用的办法让他们参与学习。村、社区
的基层组织对当地贫困学生家庭情况比较熟
悉，要充分发挥其组织和协调作用，有条件的
地方，不妨把村委会、社区图书馆等的电脑
和网络设备用起来，为上网课有困难的学生
提供帮助，让知识的阳光照进偏僻的角落。

“看看别人家的电梯，再看看我们”
“检查车还要检查后备厢”……当封闭式
管理成为社区疫情防控的普遍做法后，
社区管得怎么样，是松了还是紧了，业主
中开始出现争议抱怨。面对防控措施执
行的尺度差异，北京不少物业公司表示，
希望相关部门能指导社区封闭式管理走
向标准化、规范化，并根据疫情防控需求
适时调整。（3月5日《北京日报》）
虽然住宅物业服务是有相关标准

的，但在疫情防控期间，住宅小区作为第
一道防线，现有标准未必完全适用。
3月4日，重庆发布了《物业小区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技术指南》，从适用范
围、术语定义、基本要求、现场管理、环境
卫生管理、人员防护、疫情上报等8个方
面规范物业小区疫情防控技术标准，值
得其他地方借鉴。
在2018年，有关方面已在研究制定

强制性国家标准《物业服务安全与应急
处置》，希望该“国标”能在增加疫情防控
相关内容后早日出台，如此会让应对突
发事件更得心应手。 冯海宁

□本报评论员 王学义

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通知，要求对于列
入《国家重点保护经济水生动植物资源名
录》的物种和农业农村部公告的水产新品
种，要按照渔业法等法律法规严格管理。中
华鳖、乌龟等列入上述水生动物相关名录的
两栖爬行类动物，按照水生动物管理，这意
味着将不列入禁食范围。（3月5日新华社）
为从源头上防范重大公共卫生安全风

险，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近
日表决通过决定，确立了全面禁止食用野生
动物的制度。应该说，这一决定是及时而又
必要的，食用野生动物往往与传染病爆发有

关，已成为医学界的共识。比如，钟南山院士
指出，吃野生动物是一种陋习，从近几十年
急性传染病情况来看，接近80%都来自动物。
“禁野令”给那些乱捕滥猎、非法交易野生动
物，以及贪食“野味”而罔顾安全者，敲响了
警钟，明确了法律红线。
不过，“禁野令”发布之后，关于乌龟、中

华鳖等还能不能吃，一直是高悬在人们心头
的一个问题。这既关乎不少人的“口福”，更
牵涉到众多养殖户的切身利益。比如，在广
东，中华鳖养殖户已近10万户，甚至成为揭
阳市云路镇支柱产业，有着成熟的产业链体
系。然而，最近深圳发布的《深圳经济特区全
面禁止食用野生动物条例(草案征求意见
稿)》，将经人工繁育饲养的龟、甲鱼等野生动
物也列入禁食名单，一度引发广泛争议。这
一次，农业农村部印发的《通知》正是一次对
公众的主动阐释，可以廓清疑虑。
事实上，中华鳖、乌龟等不列入禁食名

录是合乎民众认知的，既符合国人千百年来
的饮食习惯，也不违背此前全国人大常委会
通过的决定。根据决定的精神，除现行野生
动物保护法规定保护的水生野生动物外，其

他水生动物未列入禁止食用范围，其管理适
用渔业法的规定。也就是说，并未实行“一刀
切”。《通知》明确不禁龟鳖，让“禁野令”更为
精准。毕竟，关于何为“野生动物”，普通百姓
与法律人士、动物保护专家的理解并不完全
一致，中间模糊的界限很难自行把握，也容
易造成误伤。而一项制度的生命力在于落
实，厘清“禁野令”的边界，提高民众认知度，
加强可操作性，其意义重大。
当然也要看到，不禁龟鳖并非给“禁野

令”开了口子。此次“禁野令”的出台，本身
就是对以往一些法律法规执行不力的纠
偏，政策的严肃性不容侵犯。《通知》中明确
要求，要做好“禁野令”与野生动物保护法、
渔业法及地方性法律法规的衔接，坚决取
缔非法水生野生动物市场，加强事中事后
监管，完善相关档案和标识制度。而同时，
也要慎重考虑兼顾一些个体养殖户的经济
利益，比如应探索建立部分野生动物养殖
的退出和转型机制，设法减轻部分养殖户
的损失。这既有利于“禁野令”的全面落实，
也能实现社会经济效益和民众接受度等各
方面的综合权衡。

封闭式物业管理标准
也该有“防疫版本”


	A02-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