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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 锻造新时代政法铁军

甘孜日报讯 近日，新龙县人
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新龙县首
例医保类诈骗案。

庭 审 中 ，公 诉 机 关 指 控 被
告人土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采取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国
家医疗保险金且数额较大，其
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 法》第 二 百 六 十 六 条 的 规
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
充分，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
事责任。被告人土某当庭表示

认罪悔罪。该案经庭审后当庭
宣判。

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的“看
病钱”“救命钱”，关系到全体参保
人员的切身利益。该院对此案的
严肃审判，体现了人民法院对医
保骗保犯罪组织者、职业骗保人
依法严惩的态度，进一步织密了
医保基金“防护网”，共同守牢医
保基金“钱袋子”，维护参保人的
合法权益。

刘辰欣

新龙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全县
首例医保类诈骗案
织密“防护网”守好“救命钱”

甘孜日报讯 为进一步推进
汉藏双语法治人才培养，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12 月 17 日，
炉霍县人民法院邀请炉霍县委
统战部相关负责人为干警宣讲
调解方法与技巧，并邀请县检察
院“甘孜绿芽 章谷蓝”未检团队
同堂学习。

主讲人从群众的热切期望、
司法需求与双语干警的角色定位
提供“精准”授课，将“个人经验”
变“集体智慧”，期望两院干警以
人民群众的需求为导向，开展针
对性强、教育性高、受众面广的具
有炉霍特色的普法活动，高效满
足群众多元化的普法需求，实现
普法和学法的双向奔赴，营造良
好的法治环境。

课后，双语干警就各自在宣
讲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与问题提

出疑问，主讲人根据经验进行
一一解答，通过“小课堂”凝聚

“大力量”。与会人员纷纷表示
受益匪浅，将会在未来的宣传
过程中深入挖掘人民群众的急
难愁盼问题，对症下药，瞄准不
同群体多层次、个性化法治需
求，将“我宣传什么你听什么”
转变为“你需要什么我讲什么”
的“精准式”课堂，真正实现普
法精准化，做出更多群众喜爱
的法治“大餐”。

下一步，炉霍县人民法院将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双语法治
人才培养培训的要求，提供多方
位多层次学习平台，提升双语干
警“说与干”的能力，为更好地服
务于人民群众、创建平安炉霍贡
献法院力量。

沈龙康

炉霍县“正义雪莲”女子审判团
队、“ 甘孜绿芽 章谷蓝”未检团队同
堂学习
“小课堂”汇聚“大力量”

甘孜日报讯 为进一步加强
校园法治宣传教育，增强青少年
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12月11日
上午，巴塘县人民小学与巴塘县
人民法院携手合作，成功开展了
一场别开生面的模拟法庭活动。

“砰！现在开庭！”随着“审判
长”一声清脆的法槌声响起，“模
拟法庭”正式拉开帷幕。本次模拟
法庭以一起盗窃铜钱案件为审判
内容，学生们化身审判长、审判
员、公诉人、辩护人、法定代理人、
被告人、证人、司法警察等不同角
色，生动再现了庭前准备、法庭调
查、法庭辩论、最后陈述以及当庭
宣判等庭审场景。

在庭审过程中，“法官”严肃
公正，“检察官”义正词严，“律
师”能言善辩，“被告人”真诚悔
过，严肃紧张的庭审气氛，让旁听

的学生们切实了解法庭审判的程
序和规则，深刻体会到法律的威
严和公正。活动结束后，法院的工
作人员对此次“模拟法庭”活动给
予了专业的指导和点评，使学生
们对自己的表现有了更深刻的认
识，也进一步加深了对法律知识
的理解。

据悉，此次模拟法庭活动是
巴塘县人民小学与巴塘县人民法
院积极探索法治教育新形式的一
次有益尝试。通过这种生动有趣
的方式，让学生们在实践中学习
法律知识，增强法治观念，提高法
律素养。接下来，巴塘县人民小学
和巴塘县人民法院将继续加强合
作，开展更多形式多样的法治教
育活动，为学生们的健康成长保
驾护航。

全媒体记者 罗文婕

巴塘县人民法院以“模拟法庭”
切实推动法治教育
“红领巾”变身“小法官”

甘孜日报讯 康定市司法局
立足基层司法行政工作职能，坚
持和发展“枫桥经验”，充分发挥
人民调解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第
一道防线”作用，形式多样抓好人
民调解培训，加强人民调解队伍
建设，创新人民调解工作模式，提
升人民调解工作效能，推动人民
调解机制建设向纵深推进。

提高认识，抓实人民调解员
队伍建设。该市目前共有人民调
解组织241个，其中，专业性行业
性人民调解委员会8个，乡镇、街
道人民调解委员会17个，社区、村
人民调解委员会 216 个，共有人
民调解员1181人。

推进教育培训，以分级分类培
训抓实能力建设。该局在全市开展
人民调解员培训工作，积极采取派
出培训线上学习、线下培训、传帮
带等手段，同时，鼓励符合条件的
人民调解员积极参加继续教育，有
效提升人民调解员政治素养、法律
水平以及防范风险、化解矛盾、服
务群众的能力和水平。

分类指导，抓实人民调解效
能提升。该局紧扣实现矛盾不上
交的总体目标，切实增强人民调

解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积极深入
基层司法所和人民调解组织，全
方位排查化解常见多发的婚姻家
庭、邻里关系、财产继承、房屋土
地、欠资欠薪等矛盾纠纷，并密切
与有关部门协同配合，努力把矛
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和萌芽状态。
截至目前，全市各级调解组织共
调解纠纷案件 254 件，调解成功
254件，涉及金额265.75万元，调
解成功率达100%。

培育个人调解工作室品牌，
促进矛盾纠纷高效源头化解。该
局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
验”，充分发挥优秀调解员、乡贤
能人等先进典型的带动作用，打
造品牌调解工作室，完善诉源治
理工作机制。在省司法厅“四川
省个人调解工作室成果展示活
动”中，康定市塔公镇人民调解
委员会“邓珠”调解工作室获评
工作突出单位。11 月 20 日，塔公
镇人民调解委员会“邓珠”调解
室调解员扎西邓珠作为我州两
位代表之一，参加了由四川省司
法厅开展的四川省个人调解室
品牌推介活动。

则玛

康定市司法局创新人民调解工
作机制
“大调解”催生新“枫”尚

社会 视点
无人机、猎犬齐上阵，海拔3000米高原上队员持矛攀崖猎杀！最长8天都没打到

揭秘丹巴“野猪猎捕队”
◎江龙 蒋麟

12月6日，位于川西高原的丹巴，
高山之巅已被白雪覆盖。时近中午，峡
谷里仍寒风呼啸。

山梁上，五六名身着迷彩服的男
子正坐在枯草上啃着冰冷的馒头。

“快快快，狗咬住野猪了，各就各
位，赶紧包抄！”突然，一名 30 多岁男
子望着无人机屏幕跳了起来，话音刚
落，远处峡谷里犬吠四起，几人齐刷刷
闻声望去，他一指方向，众人迅速手持
长矛朝无人机定位飞奔而去。

在那里，现场更为惊心动魄：几只
戴着定位项圈的猎犬正围住一头鬃毛
直立的野猪撕咬鏖战，野猪的獠牙不
时划过猎犬，尽管鲜血在枯草上蔓延，
但猎犬们丝毫没退缩……

几名男子穿过荆棘密布的丛林、
跳崖翻坎赶到现场后，趁着野猪应对
猎犬的空当，拿起长矛猛地扎向野猪，
野猪的鲜血喷涌而出，凄厉的叫声在
山谷间回荡，令人战栗。

在拼命挣扎十几秒后，这头上百斤
的野猪终于轰然倒下，直到它彻底没了
动静，众人才松了一口气抽回长矛……

这并非一场简单的猎杀，更是一
场关乎人与自然、生态平衡的“特别行
动”——近年来，随着生态环境改善和
缺乏天敌，国内野猪种群迅速扩大，多
次出现伤人伤农事件，野猪被调出“三
有”动物名录，多地开始尝试野猪防控。

今年，丹巴县也在开展野猪防控
试点工作，计划猎捕野猪300头，每头
补贴2000元。丹巴县公益护农队获当
地林草部门认可，承担着猎捕野猪的
艰巨任务，这几名男子和猎犬，正是该
护农队的部分成员。

12 月初，笔者历时一周，全程跟
随丹巴县公益护农队，爬上海拔3000
米的高山密林，一起寻踪围猎野猪，记
录下真实的猎捕野猪全过程。

无人机凌晨寻踪：
深山追猎遭遇猕猴群
野猪趁机逃之夭夭

丹东镇是丹巴县最偏远的乡镇之
一，平均海拔3000米以上。

12 月 3 日凌晨 3 时，室外气温只
有零下 7 度，整个川西高原仿佛都没
有醒来，一场野猪猎捕行动已经开始。

夜幕下，“飞手”老王正操控着热
成像无人机寻找野猪踪迹，其双眼已
布满血丝。无人机屏幕上可以看到森
林里的热源，动物呈现出白色，周围环
境和树木则为黑灰色。野猪喜欢半夜
出来觅食，白天常躲进密林休息，因此
寻踪工作多在凌晨进行。

凌晨 4 时，老王已搜寻了几个山
头，但未发现野猪踪迹。5点30分，搜
寻至丹东镇丹东村，屏幕上出现移动
的白点，他判断是野猪，“一共 5 头。”
老王欣喜若狂，迅速把消息告诉队长
刘旺。将坐标传回护农队之后，老王继
续操作无人机跟踪野猪，等待支援。除
了寒冷的气温，难点还在于，无人机飞
行要保持适当高度，飞太低了容易吓
跑野猪，飞太高又不容易分辨目标。

5时50分，60多公里之外的洛尔
村，两辆车载着队员和 21 只猎犬，在
星空下向丹东村疾驰。

7时40分，护农队抵达丹东村，天
色微亮，队员们的脸被冻得通红。

停车，打开狗笼，一群猎犬兴奋地
跳下车往山坡上跑去，队员们拉着绳
子努力控制着猎犬，山谷两侧山峰白
雪皑皑，寒风拂面如刀割。

“猎犬是拿下野猪的关键。”刘旺
说，每只猎犬都配有定位项圈，他们会
根据种类和习性对猎犬进行分工，6

至10只猎犬分为一组。冲在最前面的
是“头狗”，也叫“骚狗”，它们体型小巧
健壮，嗅觉好、速度快，通过气味寻找
野猪踪迹；“头狗”发现野猪后会发出
叫声，呼叫体型更大的“快帮狗”赶来
支援，负责牵制野猪逃跑；最后，身形
威猛的“拖狗”负责撕咬、拖拽野猪，队
员们则找准时机对野猪进行猎杀。

行至山腰，距离野猪仅有几百米
时，几十只猕猴在林间上蹿下跳，猎犬
们狂吠不已，已无心再追捕野猪，警惕
的野猪趁机逃跑。由于猕猴是国家二
级保护动物，大家担心放狗会伤猴，只
好放弃这次猎捕。

上午9时，短暂休整后，在丹东镇政
府工作人员带领下，队员们来到另一座
山头搜寻。白天气温攀升，山林里的热
源不断增多，不再适合用无人机寻找野
猪，大家就牵着猎犬在山林中“盲搜”。

海拔逐渐上升到4000米之上，空
气更加稀薄和寒冷。笔者跟着队伍，每
走一段距离就得停下来喘上一大口
气，但队员们却行走如常。

下午4时，翻过崎岖的山脊，大家
终于发现野猪踪迹。下午6时许，猎犬
沿着河谷追踪了两公里，但狡猾的野
猪跑到了河对岸，猎捕再次失败。

第二天，12月4日，队员们带着猎
犬来到丹巴县梭坡乡，在山里找了一
整天未能发现野猪踪迹。

12 月 5 日，队员们又前往格宗镇
深山搜寻，一群野猪被猎犬撵散，猎犬
追上一头野猪，但队员们没能跟上，野
猪再次逃之夭夭。

连续三天，一头野猪也没捕到，大
家都变得沉默……

“漫长追逐战”：
猎犬一嚎野猪开跑

攀崖追击持矛猎杀野猪
12月6日，护农队再次出发，这次

的目的地是有村民投诉野猪猖獗的丹
巴县巴底镇木兰村，“飞手”老王用无
人机一早在此发现3头野猪。

山路曲折仅容一车行驶，一侧是
陡峭的悬崖。行至半山腰，山下蜿蜒的
大金川河已是一条细线。

行至无路处，人狗全部下车，红星
新闻记者随着队员在荆棘丛林中穿
行，即便面对一两米高的崖壁，队员们

也一跃而下。
“大家加油，今天必须拿下！”刘旺

给队员们打气。
距离目标越来越近，队员们解开

绳索，猎犬们立即四下飞奔。
山间无路，只有荆棘和藤蔓。为了

紧跟猎狗，队员们在山崖间爬上跳下，
笔者几次不慎踩空滑下陡坡，所幸及
时抓住藤蔓……

几分钟后，“头狗”“哇嘎”发现野
猪的气味后发出叫声。猎犬一嚎，野猪
往山脊狂奔，队员们和猎犬紧追不舍，
开始漫长的“野猪追逐战”。

即便是在山间，野猪的奔跑速度
也可达每小时40-70公里，“哇嘎”追
了几公里后，野猪跑到了山谷中，狂躁
转身攻击，“哇嘎”绕圈躲避，“快帮狗”
和“拖狗”赶来支援。“拖狗”咬住了野
猪的耳朵，凶狠的野猪用獠牙还击，仅
仅几个回合，“拖狗”就满脸是血，野猪
瞅准机会，往山谷方向逃去。

刘旺沿着山路包抄，不时用手抓
着树吊着往下走。走到一百米悬崖处，
刘旺还准备下山，幸亏山下队友大喊
提醒，他才开始往山上爬，脚下碎石滑
下山间，沙沙作响。“如果当时踩空了，
很可能命就没了。”

队员们称，丹巴县境内峡谷深
邃，沟壑众多，全县最低海拔为 1700
米，最高海拔为 5820 米，相对高差达
4000 多米，是全国猎捕野猪难度最
大的地方之一。为了安全，护农队不
会在夜间打野猪，因为视线不好，容
易坠崖发生意外。即便在白天也并非
绝对安全。有一次，在追野猪过程中，
4只猎犬坠崖遇难，让他们痛心不已。

几番追逐，队员们终于赶到猎犬
拖住野猪的地方，团团围住后，队员们
找到机会，将长矛戳进了野猪心脏，鲜
血喷涌而出。野猪凄厉的叫声在寂静
的山谷回荡。挣扎十几秒后，这头上百
斤、一口獠牙的野猪终于没了声响，众
人这才松了一口气。

“下货！”上午 10 时，队员们大喊
几声，抬着野猪沿着崎岖的山路下山。

在海拔超过 3000 米的川西高原
上，即便人员众多、装备精良，但要猎捕
一头野猪也并非易事，猎捕队员们还面
临受伤、坠崖的风险，在连续扑空三天
后，队员们终于猎捕到了野猪……

没有结束的战斗：
猎捕并非每次成功

最长连续8天没打到野猪

“打得好！”野猪被抬下山，不少村
民前来围观。野猪频繁下山侵扰，吃庄
稼、拱土地，让木兰村的村民深恶痛绝。

最近几年，每逢小麦、玉米成熟，
成群野猪下山觅食，毁坏农作物和耕
地，与人“争地盘”“抢粮吃”。在丹巴
县，不少村民说起野猪都义愤填膺。

下山后还来不及休息，对讲机里又
传来呼叫声，又有一头野猪被锁定，众
人赶紧分工上山。两小时后，这头野猪
也在山谷中被猎杀，众人脸上终于露出
笑容：“半天打了两头，今天运气不错。”

2000年，我国发布《有重要生态、
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
录》，野猪被列入“三有”动物名录，受
到法律严格保护。但随着生态环境改
善，很多地区缺乏虎、豹等天敌抑制，
野猪种群数量开始直线上升，除了破
坏庄稼，伤人事件也时有发生。2023
年 6 月，我国正式将野猪从“三有”动
物名录中调出。

今年，丹巴县计划猎捕野猪 300
头，每头补偿2000元。截至12月5日，
来自甘孜林草部门的消息，丹巴县已
上报完成226头野猪猎捕任务。

12 月 7 日凌晨，笔者再次跟随护
农队来到巴底镇木约尔村，“飞手”老
王在这里发现两头野猪。然而，因给无
人机换电池耽误几分钟，两只野猪又
不见了。经查看野猪脚印，队员们带猎
犬进山搜捕。

上午 10 时，两头野猪被发现，队
员们和猎犬一路追踪，但直至下午 2
时许，队员们在海拔3500米的山上四
处搜寻 4 小时依旧无收获：猎犬被突
然窜出的麂子吸引，两只野猪趁机消
失在丛林中。众人无奈放弃猎捕，离开
狩猎点时已是下午5时许。从凌晨4点
到此时，有人滴水未进，有人只吃了几
口馒头……

“最长的一次，我们连续八天都没
打到野猪。”对此，一名队员说，他们早
已习以为常。

但当第二天的阳光再度照亮山峦
时，他们又将前往另一片山林，继续追
寻野猪的踪迹……

队员们捕杀到野猪。图据刘旺

◎新华每日电讯评论员 吴黎明 尹思源

一段时间以来，多地野猪“撒野”伤
人毁物的消息不断。在安徽铜陵，一头野
猪咬断操场铁栅栏，冲进小学校园；在北
京门头沟，一头野猪闯入居民卧室；在广
东河源，人们发现3头野猪“畅游”万绿
湖；在江苏南京，野猪闯进酒店大堂，乃
至侵入高铁联络线与列车相撞，导致部
分列车晚点……

野猪频刷“存在感”，从侧面说明我
国生态保护工作成效显著。多年来，我国
对生态环境的重视不断提高，对野生动
物的保护力度不断增强，许多野生动物
种群数量明显增加，其中繁殖力强的野
猪种群数量出现暴涨。据报道，如今野猪
在我国28个省份广泛分布，数量已达
200万头。

然而，野猪频频下山“撒野”，毁农
田、闯民宅、伤民众，昔日的“三有保护动
物”俨然成为致害最严重的野生动物之
一。国家林草局年初发布的一份复文认

为，野猪致害省份多达26个，对当地群众
的生产生活造成了不利影响。

防治野猪泛滥“撒野”，首先要破除
“野猪不能打”的旧观念。当前，野猪这一
物种已不存在生存威胁，种群增速远远
超过豺、狼、虎、豹等天敌的繁衍速度。国
家林草局2023年公布调整的《有重要生
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
录》将野猪调出目录，使其不再属于国家
野生动物保护物种，是与时俱进、实事求
是的举措。然而，由于前些年来野猪“三
有保护动物”的身份，“野猪不能打”的观
念在一些人脑海里根深蒂固，亟需加大
宣传予以破除。

防治野猪泛滥“撒野”，还要突破
“野猪只能专人打”的旧框框。在许多农
村地区，野猪泛滥成灾已成农民的最大
困扰。好好的庄稼，往往一夜之间就被
野猪糟蹋殆尽，农民一年的辛劳付诸东
流。有的村庄每年损失的瓜果蔬菜及粮
食就有数万斤，有的省农民损失达数亿
元。面对猪患猖獗，受害的农民往往只

能“望猪兴叹”。尽管针对野猪的捕猎手
续已进一步简化，但对于大多数普通人
来说，看到野猪糟蹋庄稼只能“驱赶”，
大街上遇到野猪的最佳处置方式仍是

“躲避”，等待专业人士处理。一些地方
也探索通过组建专业狩猎队、建设控制
阻隔设施等综合防治手段缓解野猪致
害问题，但面对快速增长的野猪数量仍
显力不从心。一些专业人士呼吁，除了
专业猎捕和无害化处理之外，鼓励公众
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参与打野猪，才是
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为了将野猪
数量控制在正常合理水平，一些欧美国
家通过制定猎捕计划、用箱子或畜栏设
置陷阱捕获等方式增加捕杀数量，还通
过搜捕野猪后对其进行绝育等方式延
缓野猪种群数量增长。拿欧洲来说，二
战后欧洲开始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因工
业革命而数量剧减的各种野生动物逐
渐回归，到本世纪初德国首都柏林地区
就有野猪上万头，野猪扰民、伤民事件

频发。柏林市政当局允许猎杀野猪，有
时一年猎杀超过1700头，而野猪肉在德
国也是一道颇受欢迎的佳肴。再举例来
说，日本环境省前不久宣布，鉴于熊的
数量猛增，去年全日本被熊所伤的人数
创10余年来最高纪录，日本政府决定将
熊列入指定管理鸟兽名单，这意味着民
众捕熊可获得政府补贴。此种与时俱进
的做法亦值得借鉴。

总之，防治野猪泛滥“撒野”，要多一
些百姓视角，设身处地为民众着想，办法
总比困难多。早在2017年，原国家林业局
就曾印发《关于切实做好调控野猪种群
和防控野猪危害工作的紧急通知》，要求
各地组织对野猪种群开展调控工作，但
受资金保障不足、猎捕效率低、队伍不专
业等因素制约，相关工作开展并不顺利。
不妨多倾听一线猪患受害者的呼声，及
时对与现状不匹配的法律法规进行适当
调整，放宽民众捕猎野猪的限制，探索允
许食用经检疫合格的猎捕野猪，避免野
猪数量野蛮生长，恢复生态平衡。

野猪泛滥“撒野”，防治也要与时俱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