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学狩猎

农户们大概已经忘记了，时光倒回

20年以前，他们对这些猎民的态度大

约只能用“羡慕嫉妒恨”来形容。

作为国家生态示范县，象山良好的

生态环境一直深受野生动物“青睐”。

据象山县农林部门统计，象山有野生动

物种群500多个，其中尤以野猪、麂、野

兔、白鹭等居多。

数量繁多的野生动物自然而然地

催生了一个新的职业——猎民。胡祖

岳说，那时的猎民还没有野生动物保护

的意识，狩猎是很多人羡慕的手艺，因

为利用狩猎野生动物所生产的肉用、皮

用和药用等经济效益可以直接改变家

人的生活质量，“所以那时还有很多人

找上门来拜师学艺，不会这门手艺的村

民就只能利用毒药、猎夹等‘不上台面’

的手段上山猎捕”。

在“什么好猎猎什么、什么值钱猎

什么”的不科学狩猎下，人们渐渐发现，

一些珍贵野生动物数量越来越少，而那

些不那么“紧俏”的野生动物却“超载”

了。政府和相关部门也开始意识到，域

内野生动物多样性正在遭到严重破

坏。与此同时，猎枪的无序使用也有着

很大的安全隐患。

问题逐渐凸显，转变也自此开

始了。

这些猎民狩猎技术高超，对周边山

林的地形和野生动物都了如指掌，能不

能整合他们的力量、倡导他们用科学合

理的狩猎方式保护域内的野生动物？

在这个念头的驱使下，1999年，胡祖岳

联合象山县部分猎民牵头发起成立了

象山县狩猎大队，吸纳品行过关的猎民

通过资格审验和层层考核持证上岗，在

县公安部门、林业部门及镇乡（街道）的

指导下，开始有计划、有组织、有纪律地

开展狩猎行为。

与以往各扫门前雪不同，狩猎大队

制定了严格的狩猎规定，不仅要求狩猎

活动以分队为最小单位开展，每个队员

更要明确安全、枪支、狩猎保护等级等

知识，并在大队全程监督下狩猎，确保

狩猎过程安全、规范。

同时，狩猎大队还特别加强对枪

支的严格管理。前些天，记者在狩猎

大队丹西分队队长姜炳财的家里看到

了他小心保管着的保险柜，因为正处

在禁（狩）猎期，他的枪支弹药都上交

由公安部门集中保管，保险柜里只有

他的对讲机、绳索等装备。他说，他家

人几乎不进这个房间，平日里这间房

的卫生也是他自己打扫的。

正是队员的谨慎规范，和公安、林

业部门以及大队的严格管理，狩猎大

队自成立以来未发生一起狩猎事故，

也没有一人因狩猎受到过伤害。

如今，这支队伍越来越庞大，已经

拥有17支分队188名队员。“他们中的

大多数只要看一看地上的脚印就知道

山头有些什么动物、有多少数量、在哪

个范围活动。”胡祖岳说，靠着无私奉

献的精神和丰富的经验，队员们每年

都要走遍象山的山林，对域内野生动

物进行摸底，再通过科学合理的方式，

用狩猎死亡率代替自然死亡率，减小种

群个体间的竞争压力、调节种群数量，

从而达到维持物种稳定、保持生态平衡

的目的。

“很多人觉得猎杀野生动物很残

忍，但是合理的狩猎往往是保护野生动

物种群的一种重要手段。”胡祖岳给记

者算了一笔账：一头野猪平均能活20

年，按照2头异性野猪每年繁殖一窝4

至6头小猪，这些小猪1年成年后继续

繁殖算，一个原有2头异性野猪的山林

5年后就会发展到将近400头猪，极大

地超出了环境承载能力，对野猪个体和

生态环境保护都非常不利。

据不完全统计，狩猎大队自成立以

来共捕猎野生动物5000余头（只），其

中野猪4800头。

热心公益

“他们因保护野生动物而组建，但他们做

的已经远远超出了野生动物保护。”象山县林

业局行政审批科科长王军告诉记者，随着猎

物数量的递减，加之每年长时间的禁猎期，狩

猎大队也开始转变自己的职能，在野生动物

保护管理之外，还主动协调有关部门开展夜

间治安巡逻、野外搜救、森林防火、受伤野生

动物救护等。

去年5月，外地一名游客在象山某山林迷

失，手机不通。得知消息后，狩猎大队立即组织

队员开展搜救工作。“因为有野外狩猎经验，对

山林的地形又熟悉，所以他们搜救起来相对会

更容易些。”王军说，求生本能会让走失的人寻

找水源，所以队员们首先是溯溪寻找，其次，游

客的手机打不通说明所处位置没有信号，就进

一步锁定了搜救范围。经过一下午的排摸，队

员成功救回了这位游客。

在专业之余，更让王军感动的是狩猎大队

及其队员为社会服务的公益心。据了解，这些

狩猎队员大部分都有自己的工作，参与救援的

时间和金钱都是他们自我奉献出来的。

让王军至今念念不忘的是几年前的一起海

上搜救。那年7月的象山热浪滚滚，一名当地

人意外落海失踪，踪迹全无。事发后，狩猎大队

先后有50多名队员主动请缨出海搜救，足迹遍

布象山的海滩和礁石。胡祖岳、姜炳财和几个

队员更是自掏腰包租了一条船，根据洋流方向

前后搜救了15天，最终在舟山六横岛找到了当

事人的尸体，并帮助运回了象山。

这些于常人而言不寻常的故事，在胡祖岳

和他的兄弟们看来，却再平常不过。“我们唯一

想的就是如何利用有限的资源，在政府引导下

多做一些对社会有益的事，为社会提供更多创

新服务。”胡祖岳说，他甚至在考虑是不是要给

狩猎大队换一个名字。

不过当务之急是，走过18载，随着老资格

队员相继步入花甲之年，体力、视力等都已不似

当年，狩猎和野外生存人才队伍的扩充逐渐成

为胡祖岳的一件“心事”。

让他宽心的是，象山县农林部门正在积极

争取资金投入，并与公安等部门联手，对狩猎大

队进行队伍管理，在为队伍补充生力军的同时，

助推狩猎大队的改革和发展，延续这支队伍服

务社会的力量。

这支狩猎队的转型升级还会持续，这也是

胡祖岳、当地民众以及相关政府部门的愿景和

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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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管理的猎枪

狩猎队员进入山林搜索救援

猎得了野猪赶得了水鸟 护得了庄稼救得了游客
象山这支狩猎队转型升级，如今远不只是“狩猎”

（上接1版）

其实，出于野生动物保护的考虑，

不是所有危害农作物的野生动物都能

够进行围猎，但是为了保障村民的农林

生产、缓解农户和动物之间的这种冲

突，狩猎大队想了很多“土”办法。

比如在稻谷田里放盘蚊香，在蚊香

中间点放一个炮仗，等到半夜野猪出动

时，蚊香正好烧到中间点，与猎枪声音

类似的炮仗声就会将野猪吓退；做个简

易版的稻草人放在西瓜地里，把前来观

察情况的野兔吓得乱窜……但让狩猎

队员头疼的是，实践证明这些办法都是

“一次性”的。

最终，他们还是决定亲自上阵。在

刚刚过去的几个月里，胡祖岳和几个队

友不顾蚊虫叮咬，到定塘镇彻夜帮渔民

看守鱼塘，驱赶前来“洗劫”鱼虾的白鹭

和灰鹭，也到鹤浦镇的水稻地里与成群

结队的野猪对峙，守护了许多农户的庄

稼和收成。

据不完全统计，狩猎大队自成立以

来共保护农作物31万余亩，挽回损失

至少170万余元，为当地村民创建了良

好的种植环境。也正因此，每每到农作

物收成时，辖区内的农户总会第一时间

想到他们。

狩猎队员打回野猪 狩猎队员自建的猎犬基地

狩猎队员的户外救援装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