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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5 月 14 日，市城管办出台
了《关于加强城区公共场所养犬管理的
通告》，对养犬行为做出了明确规范。
由城管、公安等部门共同对在公共场所
不文明养犬的各类行为进行整治。同年
12 月，《三明市公共文明行为促进条
例》施行，将不文明养犬行为纳入重点
治理清单。

对流浪猫狗的妥善管理、收容和处
置，是城市养犬管理工作的重要内容。今
年以来，市城管局收到养犬类投诉合计
33件，这些投诉集中在流浪犬、无主犬及
不文明养犬方面，收容各类无主犬、流浪
犬65只。

市城管局执法支队副支队长王鲲告
诉记者，在捕捉市区无主、流浪狗后，市城

管部门会进行一段时间的收容照顾。市民
们若有丢失的宠物，可以到收容场所领
回。但是由于场地和资金的限制，对这些
猫狗的收容无法持续太久。

“对于流浪狗治理的问题，仅仅依靠
城管部门是不够的。”《三明市城市养犬管
理条例（征求意见稿）》中规定，要为犬只
植入电子标识，王鲲认为，这样的做法正
是向大城市看齐的表现。有了电子标识，
不栓绳和随地大小便的犬只，甚至是被遗
弃的宠物，都能追溯到主人。“有了信息证
据，就能实现相应的处罚。”

另外，王鲲呼吁市民文明养犬，不
要遗弃，对宠物负责，同时也希望相关
部门都能积极参与其中，形成整治的合
力。 （图由采访对象提供）

近些年来，伴随着城市的
建设发展，城市噪音扰民的问
题也日益凸显。在日常生活
中，这些“微量”的噪音，通常情
况下较难引起人们的重视。

一方面，普通民众对城市
各类噪音（城建噪音、商业噪
音、生活噪音）的管辖归属缺少
明晰的概念，投诉有的“石沉大
海”得不到很好的回应。另一
方面，相较于公共安全、突发灾
害等话题，城市噪音一类的问
题并不很突出，容易被忽视。

笔者遇到市民反映，面对
群众城建噪音方面投诉，相关
方面往往以“重大民生工程”施
工为由，让投诉人对城建施工
理解并支持。用远景利益做

“胁迫”，漠视城市噪音污染的
问题，这种做法不应该。

研究表明，当噪声成为一
种污染，对人、动物都会构成危
害。持续的强噪声会影响到人
们的正常生活，损害人们的听
觉、干扰人们的睡眠，还会影响
人们的神经系统……长此以
往，将对人的身心健康产生负
面影响。

从另一个角度而言，文明
宜居城市对城市噪音的容忍度
也应该保持底线。当下，加大
对城市噪音治理这类“小细节”
的把握，更能彰显城市文明的
温度。

从世界范围看，城市噪音
正在成为城市的一个“顽疾”，
成为文明宜居城市建设的一道
障碍，成为城市居民获得生活
幸福感的一个门槛。有关部门
应当主动作为，推进城区噪音
污染整治，努力营造安静、舒
适、文明的生活环境，不断提升
群众的幸福感与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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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泰宁县下渠镇下渠村请来
彩绘画家，把公园的拱门、河道边的护
岸、院墙等当画布，围绕乡村振兴、勤劳
致富、传统文化、生态和谐等主题，采用
3D画描绘技巧，画上了春耕冬藏、琳琅
果蔬、二十四节气、人才振兴等美丽图
景。色彩缤纷的彩绘墙画为原本平淡枯
燥的水泥建筑注入了艺术的活力，也为
村庄增添了色彩。

在泰宁农村，原先很多墙面一片

斑驳，还有的墙面被小广告占据，极不
美观。现在，情况大为改观。

一墙一文化。在新桥乡文化公园
崇德园里，集合了红色文化、生态保
护、非遗文化、法治宣传、诚信友
善、感恩故事等内容，无论是本地群
众还是外来游客，都爱到崇德园走走
看看。在新桥反击战主题墙绘中感受
庄重的革命岁月，在非遗展示台前感
受千年非遗文化的魅力，以漫画形式
展现的生态文明宣传牌最受孩童们的
欢迎。

同样，大田乡深度挖掘红色文化
资源，在少年红军文化主题公园墙
上，生动再现革命时期建黎泰模范少
先师和少共国际师在乡里浴血奋战的
战斗画面，形象展示英雄人物事迹，

让墙“活”起来，不仅扮靓乡村风
貌，更助力大田乡成为市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和市公民思想道德教育基地。

一墙一风景。朱口镇王坑村以乡
情入画，结合本村的实际情况，在村
里的文化墙上绘制了生动鲜活的麻面
南瓜、丰收场景、莲花荷塘、金色麦
浪、乡村风光等主题墙画，成为“网
红村”又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在开善乡儒坊村，村民们笑称

“我们村的墙面能‘防毒’！”原来，
这个乡整合资源，将儒坊村500平方
米的休闲场所打造为禁毒文化小广
场。设置了法治趣味墙、禁毒文化
墙、禁毒涂鸦区及宣传专栏等，并专
门组织学生前来参观学习，让大家在
休闲娱乐的同时，了解禁毒文化、学
习禁毒知识，提升禁毒意识。

今年清明节期间，大田乡在集镇
中心设置了签名墙，80余名干部群众
郑重在墙上签名，承诺文明祭扫。小
小签名墙，也是一面移风易俗墙，附
着了新的文明素养。

“彩绘文化墙好看又易懂，美化
了环境还增加了文化气息，大家闲暇
时散步，心情都更愉悦了。”下渠村
村民李秋华说。

泰宁乡村新墙画写新风
●陈启芳

“卷纸 40 分、雨伞 20 分、两个垃圾桶
20分，共兑换积分80分，还剩下6分……”
上月底，宁化县中沙乡半溪村“爱心超市”
内，村委委员、志愿者黄水林在核对村民
李春红的积分，为她兑换日用品。

半溪村地处宁化县北部，距县城9公
里，现有村民226 户1042 名，其中党员42
名。2020 年 12 月，半溪村通过上级资金
支持、村财收入注资、村民捐赠等方式，在
村部设立“爱心超市”。上架商品琳琅满
目，有洗洁剂、餐巾纸、晾衣架、塑胶手套、
水桶等 160 多种日常生活用品，价格从 3
元至120元不等。但货架上标注的不是价
格标签，而是10分、20分等分值标签，2分
约等于1元。

李春红今年35岁，一家六口，三代同
堂。她热爱劳动，热爱生活，每天将家里
家外打扫得干干净净，每月评比积分都不
错。“环境搞好了，既配合村委开展工作，
自己也住得开心，还能得分兑换奖品，真
是一举多得。”李春红说。

半溪村成立由村两委、老党员、村民
代表等组成的评分小组，每月底不定期上
门核查打分。按照百分制，获得80分以上
的村民才能获取兑换资格。“爱心超市”系
列制度在“阳光村务”平台上及时公开，引
导村民关注监督，营造清廉氛围。“量分的
标准不仅是室内外环境卫生，还包括家庭
的精神文明，比如参加综治平安、公益事
业、移风易俗等活动。”黄水林说。

16分兑换一盒牙膏，20分兑换一袋洗
衣粉，28 分兑换一罐洗洁剂……一年多
来，半溪村80℅以上的家庭在“爱心超市”
进行过积分兑换，全年村民兑换的日用品
总金额约3万元。

按照“一月一评定，一月一兑换”的要
求，半溪村妇联负责日常的积分审核，经
公示无异议后，由管理员负责登记兑换，

及时填写积分台账、兑换台账和物资出入
库台账，规范工作台账资料。“爱心超市”
里有详细的登记簿，记录着每家每户的积
分兑换情况和剩余商品情况。

“虽然都不是什么值钱的大物件，但
大家看重的是背后的荣誉。比的是追赶
新风尚的做法和信心。”半溪村党支部书
记何海明说。

爱心超市“兑”新风
●本报宁化记者站 赖全平 通讯员 王明光 文/图

城市中养宠物犬的家庭越来越多，因不文明养犬造成的纠纷也屡屡出现。
既污染了环境，干扰了正常生活，还对市民的人身安全造成一定程度的威胁。

文明养犬是社会文明程度的体现，也是社会责任的彰显。近日，市人大常委
会向社会公开《三明市城市养犬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推进我市文明养犬管
理工作，提高市民生活的获得感、幸福感。

为此，记者走访了市民和有关单位、社会组织，一起来听听，他们对《条例》都
有什么建议？

在许多人心中，养狗是为了长久的
陪伴，是对心灵的慰藉。

家住碧桂园的市民张鑫是个热心肠
的小伙子，他的热心与爱心，同样体现
在宠物身上。2019年，柯基犬橙汁走进
了他的生活，2020年，雪纳瑞鹿娜成为
橙汁的伙伴。

“橙汁精力旺盛，可以整宿不睡觉，
我和我爱人考虑再养一只。当我们上班
不在家时，可以陪伴它。”为何养两只
狗，张鑫道出了事情原委。

但是鹿娜的到来并没有改变橙汁的
状态。“我朋友担心橙汁会出问题，正
好他家有庭院，就把它带走了。”张鑫
说。鹿娜体型小、胆子也小，出门没有
安全感，再加上养成了良好的如厕习
惯，除了打疫苗，从未出过门。

说起正在征求意见的 《条例》，张
鑫表示双手赞成。“不论多久，我一定
会培训狗自主上厕所。”鹿娜是一只让
主人放心的宠物，不仅自觉上厕所，而
且从来不叫，养狗数年，张鑫从未因宠
物被邻居抱怨过。

“不带出门也是因为不想影响邻
居。”张鑫说。对市区养犬管理进行立
法，是很有必要的。在碧桂园，他也会
遇见不文明的犬主。“养狗不能影响他
人的正常生活，这是我觉得必须立法的
原因。”

《条例 （征求意见稿）》 中指出，
禁止遗弃宠物。对于这种行为，张鑫
希望，有关部门可以给予一定处罚，
减少遗弃宠物现象的发生，“希望三明
可以向大城市学习，为宠物配备标识
牌，更好地进行管理。”

去年 6 月，市民黄慕华“晋级”
了。她的朋友圈，除了和大多数妈妈一
样晒娃外，家中的两只阿拉斯加犬也是

她幸福生活的“主角”。
“虽然女儿还很小，但有宠物的陪

伴，她很快乐。”有时女儿哭闹，黄慕
华便把狗狗带到女儿跟前，她很快就能
止住哭声。

《条例 （征求意见稿）》 指出，一
家一户只能饲养一只狗。对于“一户一
狗”，黄慕华认为很难实现，“难道要让
我们把多出来的狗狗遗弃吗？我们把它
们当作家人一样对待，自然也是希望它
能有个伴。”

阿拉斯加犬敦厚老实温顺，但是它
的体型让不少人畏惧。遛狗时黄慕华都
会牵好狗绳，尽量往人少的地方去。

“怕吓着小朋友，牵绳是必须的。自己
养狗不能对他人造成困扰。”黄慕华说。

同时，黄慕华也反映，市区某些地
方没有垃圾桶，遛狗时狗粪清理后，不
知应该往哪儿扔。“如果按《条例（征求
意见稿）》中所要求的，小区、公园等
公共场所都不能带狗去，那我们该到哪
儿遛狗呢？”黄慕华提出了疑问。

选择了养狗，就要坚定地爱它、陪
伴它。这些年，黄慕华去过厦门，到过
浙江，结婚后在三明定居，两只狗狗从
未缺席她的生活。“它对你而言，只是
一只狗，但你对它来说，是它的一
生。”黄慕华有个心愿——世上再无遗
弃，每只狗都能和主人永远幸福地生活
在一起。

“希望立法能够真正解决不文明养
犬的问题，约束养犬人对于犬只的管
理。牵好绳、处理好粪便、按时接种疫
苗，避免犬只惊吓、影响到其他市
民。”家住市区和仁新村的张女士对同
栋邻居遛狗不拴绳的行为很头疼，在采
访中，她迫切表达了自己对养犬立法的
需求和意见。

在三明有个民间爱心组织，它是流浪
动物的“家”。

2012年，网名叫山水的市民参加了三
明流浪狗之家的流浪动物救助工作。狗舍
位于富兴堡，后因拆迁，他们从实体救助变
成网络救助，改名为小毛头志愿者爱心团。

山水告诉记者，救助流浪狗之前，要
先明确第一救助人（负责狗狗从救助、治
疗、寄养、领养），爱心团立项后，在群里
发布信息，群友们自发筹款，予以治疗。

“我们在其中起到协助第一救助人联系
医院、宠物店等事宜的作用。”

听说我市正在立法规范养犬管理并
征集意见，山水很高兴，也真诚地提出了
自己的看法。

“能否公开被收容宠物的相关信息，

方便失主查找和领回。另外，可否适当延长
犬只收容和信息公开时间，防止信息差和
时间差导致主人错过领回犬只，也留给爱
心人士更充裕的时间为其找到领养者。”

山水希望，若有条件建立收容场所，
最好能建造犬舍。做到一犬一间，不建议
很多只狗养在一起，特别是公母分开养。

在爱心团，领养有着严格的审批程
序，通过管理员填写申请表，经审核同意
领养后，持身份证复印件到约定地点签领
养协议。品种犬会让领养人缴纳不超过
500元的领养保证金，一年后退还，期间爱
心团将回访。

“以领养代替购买，这是公益行动，
欢迎社会各界爱心人士领养流浪动物。”
山水说。

养犬讲文明
听听市民说

●本报记者 陈 渴

市民：爱犬更要自觉管犬 爱心团体：帮助流浪犬只“造家”

城管部门：市民文明养犬是关键

一位市民饲养的宠物犬

村民在“爱心超市”选日用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