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3日下午13时40分许，

合肥方兴大道高速收费站附近，一辆

满载猫咪的货车被拦截。

下午16时许，舒城中转站老板

送来一张检疫合格证明。至此，从

被警车拦下，到无奈放行离去，这

辆运猫车只“象征”性地停留了5个

小时，之后被送往舒城一家猫狗中

转站。

一张“合格”的检验检疫证明背

后，是200多只猫咪风雨飘摇的迷途

（详见本报昨日5版报道）。

此前报道中，记者也对这张异

地开具的“合格”证明提出质疑，上

面虽清楚注明了“从舒城输至广

东”、货主和承运人的身份以及运

送动物数量。但如何解释这辆还

未抵达舒城的运猫车，就已“轻松”

通过舒城方面的检验检疫呢？

昨日，记者对这张由舒城县动

物卫生监督所开具的检疫证明展

开调查，发现明显破绽，细节前后

无法自圆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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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3日下午与开具证明的舒城县动

物卫生监督所取得联系，在反映和核实这

一情况后，该所郭元寿所长也亲自过问此

事，并向记者作出电话通报。

郭元寿：我去了现场，找到这名检疫

员，也了解到事情经过，是由当地的一名叫

“曾申海”的检疫员开具，对方身份属实。

记者：是的，这个与舒城那名老板提供

的检疫证明一致，整个过程如何开展的？

郭元寿：在3日下午，检疫员接到城南

村的户主电话申报，就赶到了指定地点

（注：舒城县城关镇城南村）进行了检查。

这是一车猫，数量是868只，运送的地点是

广东省深圳市揭阳，用途是饲养。

记者：那具体的检疫程序是怎么进行的？

郭元寿：检疫员会进行个体和群体

检查，主要检查猫群体精神状况、外貌、

呼吸状态、运动状态、饮食情况及排泄

物状态等。

记者：那这车猫符合检查规定吗？

郭元寿：当然符合了，我们现场签发并

开具了动物检验检疫合格证明。

记者：那是什么时间进行电话申报的？

郭元寿：11月3日下午3点20分，有记

录在案的。

记者：确定吗？

郭元寿：确定！

记者：这辆运猫车在当日下午 1 点 40

分左右，连车带货被合肥警方扣押，到夜里

才被放行，期间从未离开过合肥，怎么解释

这个检疫证明？

郭元寿：是吗？那我估计老板拿了其他

单子，跑到合肥，冒充是该车的检疫证明。

记者：检疫证明上连受检车辆车号与

被扣押的合肥车牌也是一致，车辆未到舒

城，又哪来的检测？

郭元寿（停顿）：我明天会找他们彻底

调查此事。

一张有明显漏洞的“合格”检疫证明

记者在这张检疫证明上看到，猫的

用途为“饲养”，而驾驶人高秋孝曾透露

猫的具体用途：“做菜，吃呗……”

收购老板许广文则比较谨慎，“我

们是做生意的，从不过问他们要这些猫

干什么？”

对此，郭元寿也向记者证实，只有

符合“饲养”这一项，检疫员才会开具检

疫证明，“如果是用来吃的话，我们是不

会开具任何检疫证明的！”

“这些猫尚在运输途中，如何判定

今后是饲养还是作为食材？”记者追问，

郭元寿表示，判定的依据目前只能依靠

对方口述情况。

郭元寿称，今后将加大对这些运输

车辆的跟踪力度，了解这些猫狗的具体

去向。

猫狗用途填写
全凭“一张嘴”

星报讯（包增光 记者 胡昊） 日前，滁

州市珠龙镇街头，一只受伤的国家二级保

护动物猫头鹰，被人拎在手里沿街叫卖。

看见它睁着大眼睛似乎在哀求救命，药店

老板程堂林顿生怜悯之心，自掏腰包50元，

将这只可怜的小家伙救下，为它赎回一条

性命。

善良药店老板，救下受伤猫头鹰

10月27日上午，南谯区珠龙镇“药源大

药房”老板程堂林，在自家药店门前张罗

着。这时，一名农民模样的男子拎着一个绿

色的网兜，沿街叫卖“可要猫头鹰？”程堂林

仔细一瞧，发现网兜里果真是一只尚未成年

的猫头鹰。

“听说猫头鹰是国家保护动物”程堂林

见状把男子拦下，“你别喊了，卖给我吧”。

一番讨价还价后，程堂林从兜里掏出50元钱

将它买下。

“当时，它的腿上流血有些轻伤，精神萎

靡”于是，程堂林弄些消炎药小心翼翼抹在

伤口，还细细地切了些肉丝丢给它。经过一

番调养，猫头鹰恢复了精神气儿，不时扑扇

着翅膀，威风凛凛。

联系森林公安放生，小家伙自由飞翔

眼见猫头鹰恢复健康，程堂林喜忧参

半。高兴的是，经过查阅保护动物的相关资

料，他确认猫头鹰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但

他担心的是，他把猫头鹰买回家，是许多人

亲眼目睹的，如果它有个好歹或是下落不

明，如何向动物保护部门交代。思索再三，

程堂林辗转与森林公安取得联系，希望把这

只猫头鹰放归大自然。

10日 30日中午，滁州市森林公安局刑

侦治安队吕忠民队长得知情况后，赶到珠龙

镇，见到了程堂林，而他救下的猫头鹰正躲

在一个塑料网兜里，小家伙一副可怜兮兮的

模样，不过精神状态很好。附近邻居说，程

堂林开个药店治病救人，平时就乐于助人，

“保护一只猫头鹰，不足为奇”。

随后，民警驱车赶到位于龙亭口的市

林科所基地，打开塑料网兜，让这只猫头

鹰恢复自由。小家伙得到自由后，扑腾一

下跃到 5米开外的枝头上，却驻足回头凝

视着大家，迟迟不愿离去。于是，民警找

来树枝轻轻驱赶，它这才展开翅膀钻进丛

林中。

猫头鹰被当街叫卖，药店老板掏腰包救下
买下后联系森林公安放生，让小家伙重获自由

猫未运到，检疫合格证已开

志愿者的陆续加入，淘宝账户的启

用，让合肥市民王玲对动物保护的前景感

到些许乐观。

一次偶然机会，王玲加入到合肥犬业协

会小动物关怀中心。如今，家里就养了4只

小狗和3只猫，这些猫狗此前都有流浪街头

的身世。

“整个中心里有几百号人，大家都对流浪

猫狗非常同情，在治疗、领养的同时，还接收

流落街头的猫狗。”为此，在北二环电厂附近

和滨湖，中心还特地租下场地，安排专人饲养

这些无主的猫狗。

“临时”的主人则千方百计，通过发

帖、QQ群，让更多的人去领养这些流落街

头的猫、狗。

“还有一个特别的淘宝账号，是一个接受

好心人汇款的平台。”王玲说，很多人都会你

五块、我十块，源源不断地汇去经费，去保护

这些流浪猫狗。“这笔费用，能勉强解决患病

流浪猫狗的治疗开支。”

去年，井岗派出所抓住一名偷猫的嫌疑

人，一笼子23只无主猫如何处置成为难题，

该中心接收了这批猫，但结局很惨，“大部分

猫因患病死了，只侥幸活下来几只。”

“我不赞成志愿者去拦截运猫、狗车辆，

然后不得已自己出钱买下一车猫狗。”王玲对

此有自己的想法，“关键还是立法！通常一张

猫、狗检验检疫合格证就能成为车辆过关秘

籍，如果监管部门慎发、少发、不发证明，没

有手续在手，收购商也不敢轻易贸然走险。”

王玲说。

记者 张敏/文 黄洋洋/图

民间组织的“形单影只”

猫、狗保护存在立法尴尬

孙江，西北政法大学动物保护法研究中

心主任，主要致力于动物福利和动物保护立

法研究。

“谁有资格开具检疫证明？怎么检验检

疫？手续如何履行？是否符合规定？这些

猫狗肉的具体来源和去向是哪里？”这些悬

而未决疑问一直萦绕在孙江心头。

按照现有法律，无论是《刑法》、《野生动

物保护法》还是《实验动物管理条例》，以及

相关司法解释，对运猫、杀猫的行为均无相

关法律限制，这些猫不是保护动物，公安机

关无权进行查处。

孙江认为，“现行动物保护法律制度的

不健全——对猫、狗立法上缺失，直接导致

它们生存状况的尴尬。”

被关在笼中的猫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