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兰兵 组版编辑：张珂清 校对：张苑 2020年4月13日 星期一纵横06 热点

4月8日，农业农村部在其官网公布了《国家畜禽遗

传资源目录(征求意见稿)》(简称《目录》)并向社会公开征

求意见，《目录》包括家养的传统畜禽和特种畜禽共31个

种，列入《目录》的动物，着按照家畜家禽进行管理，可以

用于食用等商业利用。而此次，狗未被列入《目录》，“不

能吃狗肉”引发网友高度关注。

《目录》包括家养的传统畜禽和特种畜禽共 31 个

种，其中，传统畜禽 18 种，包括猪、普通牛、瘤牛、水牛、

牦牛、大额牛、绵羊、山羊、马、驴、骆驼、兔、鸡、鸭、鹅、

火鸡、鸽、鹌鹑等;特种畜禽 13 种，包括梅花鹿、马鹿、驯

鹿、羊驼、珍珠鸡、雉鸡、鹧鸪、绿头鸭、鸵鸟、水貂、银

狐、蓝狐、貉等。

针对此前关注度较高的狗是否列入《目录》，农业

农村部在说明中回应，随着人类文明进步和公众对动

物保护的关注及偏爱，狗已从传统家畜“特化”为伴侣

动物，国际上普遍不作为畜禽，我国不宜列入畜禽管

理。

早前，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明确全面禁止食

用国家保护的“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

动物”以及其他陆生野生动物，包括人工繁育、人工饲养

的陆生野生动物。列入畜禽遗传资源目录的动物，属于

家畜家禽，适用《畜牧法》规定。这表明，“人工养殖的动

物只要列入国务院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制定并公

布的畜禽遗传资源目录，就可以按其规定的方向进行利

用。列明为食用的，就允许食用。”

今年“五一”连休5天，虽

然假期安排早在去年11月国

务院办公厅已经公布，但由于

这是近年来“五一”假期首次

出现“加长”，仍引起广泛关

注。

“五一”旅游可能只有小高峰

调查显示，受疫情影响，消费者近期出游意愿仍然

不高，旅游业界期待的“五一”出游高峰可能并不会出

现，而仅仅只是一个小高潮，但乡村游、温泉游等周边

短途游有望加速回暖。

由中山大学保继刚教授团队和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

学金鑫博士团队联合推出的“新冠疫情结束后消费者旅

游态度”调查结果（下称“中大保继刚调查结果”）显示，在

受访者想要出游时间段的选择中，计划“五一”假期去的

只占8.12%。南方+客户端正在进行的“五一”调查初步结

果（下称“南方+五一调查”）则显示，即使今年“五一”假期

天数增加，52.52%的用户仍选择不会出游，仅有18.55%的

用户选择出游，而对于今年因疫情取消的旅行，超过六成

的用户不会在疫情过后补上，其中41.82%的用户可能还

会继续减少旅行的计划。

乡村游等短途游将加速回暖

从中国旅游研究院（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发布

的旅游市场研究报告来看，清明期间各景区客流结构

以省内客流为主，都市休闲一日游、近郊周边游回暖复

苏，自驾出行比例上升，家庭自助游成市场主力，户外

踏青、赏花、游园、看动物热度提升。“中大保继刚调查

结果”还显示，在“疫情后出游目的地”中，“我居住地的

周边地区”得分排在第二位。“南方+五一调查”的初步

结果也显示，如果“五一”出游，46.23%的用户会选择城

市周边，20.44%的用户会选择省内地市，而只有不到

2%的用户会选择出国旅游。

国际疫情的影响、签证政策的变化以及国际航班

的变化，都对出境旅游带来很大的影响，有业内人士表

示，旅游业复工复产虽在有序进行，但是出境游等远距

离旅游，将会受到最大的影响，而近郊、周边等短途游

将迎来回暖契机。 （蔡华锋）

房源搜索、航班搜索量
比同期多几倍

据北晚新视觉网报道，某旅游网站数据显示，本周

“五一”假期搜索量环比上周增长76%。而另一旅游网

站搜索量数据显示，4月30日出发的航班搜索量是4月

29日的近3倍。

据北京日报，今年“五一”小长假的境内游房源搜

索量较去年同期增长了超过2.5倍，暑期境内游房源的

搜索量也高于同期。

相关行业研究也显示，本地游、周边游、郊区游、都

市游或因空间距离较短、心理安全性较高，有望率先恢

复，后续将逐步向跨市、跨省游扩散。跨省游、出境游

在短期内难重启，清明小长假近在眼前，“五一”假期正

成为旅游行业翘首期盼的时间拐点。

一直以来所谓的“爱狗人士”和“爱狗肉人士”纷争

不断，各执己见，每年的玉林狗肉节更是会掀起一轮争

论狂潮，盖因此前并无明确的立法规范对食用狗肉进行

限制。此次拟将狗肉禁食就是解决争端的最好办法。

首先，不吃狗肉是文明的进步。在中国，我们大部

分人并没有将狗作为餐桌上的食物，而是将其作为宠

物、作为伴侣，即使在农村，狗的用途也多是看家护院

而非食用，可见狗和野生动物类似，并不是我们饮食结

构中的必需品，那么为什么一定要吃狗？

我们从小就听到“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在文学

作品、影视作品中狗狗的忠诚与陪伴不断给予我们感

动；而在新闻报道中，搜救犬、导盲犬、缉毒犬等工作犬

种为人类立下汗马功劳；在各种休闲娱乐的平台上，我

们看到狗通人性，作为家里的一员为人类带来欢笑与

快乐。确实其它动物也可以作为人类伴侣，但我们耳

闻目睹了狗对于人类的种种独特价值，难道还要拿鸡

鸭鱼、猪牛羊来类比吗？

网络上还有声音认为，中国有食狗肉的传统，而此

次拟禁食，就是在崇洋媚外，是对自己文化的不自信。

在笔者看来，持这种观点的人才是对于我国文化的不

自信。

我们的传统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一些习俗逐

渐不符合时代的发展，这本就无可厚非，我们应该主动

认识到过时习俗的不妥并加以摒弃，难道非要“敝帚自

珍”，才算得上是文化自信？

归根结底，吃狗肉除了满足口腹之欲外，并无必

要。人类可以端上餐桌的食品丰富多样，大可不必为

了吃狗肉而受到道德谴责，并且还需考虑安全隐患。

（综合网络）

网友热议

辣评
吃狗肉满足口腹之欲外，并无必要

不能吃狗肉了了，，你怎么看你怎么看？？

禁食
狗肉

今年“五一”
您怎么过？

官方表示狗已经是伴侣动物侣动物

此次征求意见，狗未被列入目录，不少网友发起了

讨论：

支持

@卿子衿lulu：宠物狗不能吃，偷盗太猖狂！

@树懒爱吃辣条：同意。狗狗跟其它动物不一样，

进化到现在已经很通人性了。它们可以读懂人类的喜

怒哀乐，自己也会有各种情感表达，跟牲畜真的不一样

了。建议全国禁食，出台相关动保法。

@春风皆是你：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支持禁食。

反对

@Cafune依伶：反对。每个动物都可能作为宠

物，我虽然喜欢狗，但是尊重别人正规养殖，吃的权利。

@潜水不喝酒：我不吃狗肉，但是反对禁止食用狗

肉，不可否认，很多地区农村养狗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

食用。

@应如见：我从小就经常被狗欺负，觉得还是太笼

统了，只有宠物狗和警犬才是伴侣动物吧。

中立

@飞鸟的七十四：观望。其他没有被关爱的小动

物突然有点可怜。

@狼群howo：伴侣动物划分的依据，伴侣动物有何

种权利义务，伴侣动物饲主有何种权利义务，都应该明确。

@心如完全茫然了：我想这是为了打击那些偷别

人家养的狗卖到狗肉馆的人，才有了这条法案吧，还需

更加完备。

五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