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虐杀动物泛滥呼唤“动物福利法”出台
■ 刘天放

近日，有网友爆料，四川广安一男

子凌晨 3 点持刀虐狗，并将视频发至当

地遛狗群。事实上，类似虐待动物的事

件并非个案。某网络平台直播虐猫吸

引眼球、开水锅里煮猫咪……不少事件

中施害人手段残忍，虐待动物事件一直

饱受舆论关注。（12月3日《法治日报》）

我国现有法律并未明确将虐待虐

杀动物行为视为法律所禁止的暴力，也

没有明确规定相关内容属于法律禁止

传播的暴力信息。

2016 年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

第26条规定：“人工繁育国家重点保护野

生动物应当有利于物种保护及其科学研

究……不得虐待野生动物。”但没有相应

的细则解释何为“虐待”，更没有规定相

应的法律责任。其他如《实验动物管理

条例》《生猪屠宰管理条例》等也由于缺

乏有效监督，无法保障动物福利。

目前，世界上已有 100 多个国家制

定了“禁止虐待动物法”，动物的生命价

值已逐渐被法律所承认。而我国的动

物福利保护依然存在差距，在我国相关

法律中尚无法找到合适的定罪量刑依

据，这使执法者无从执法，也使虐待虐

杀动物的恶人更肆无忌惮。

可见，虐杀动物泛滥呼唤“动物福

利法”出台。我国作为世界动物卫生

组织以及其他相关国际组织的成员，

应该根据这些组织的动物福利指导原

则和动物福利标准，加快建设动物福

利保护法律体系，在立法思想上承认

和确立尊重生命、善待动物、维护动物

自然权利和基本福利的理念，使人与

动物和谐相处。

伤害动物是恶劣行为，而减少甚至

杜绝虐杀动物行为，仅靠道德约束肯定

不行，还要靠法律的刚性。对任何生命

的尊重，都是衡量社会文明程度的一把

标尺。逐步建立中国的动物福利法律体

系，确实是时候了。作为国家反暴力法

律体系的一部分，动物福利立法不该缺

席，这不仅是动物福利问题，更与生态文

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度契合。

非常道

2020年将为有记录以来
最暖年份之一

世界气象组织 2 日在日内瓦发布《2020

年全球气候状况》临时报告指出，2020 年将

成为有记录以来最暖的三个年份之一。2020

年海洋热量处在创纪录水平，全球80%以上

的海洋均在某些时段经历了海洋热浪，对海

洋生态系统产生了广泛影响。地球在未来几

代人的时间里将进一步变暖。 @央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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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类人不适合穿高领毛衣
看看有你吗

1.心血管病患者。颈部两侧各有一个颈

动脉窦，它是颈部血管压力的感应器。毛衣

领口过紧，易压迫血管，导致血液流速下降，

甚至引发连锁反应，高血压、冠心病患者要少

穿高领毛衣。2.过敏体质的人。特别是化纤

材质的高领毛衣，易引起颈部瘙痒、红肿、过

敏等症状。3.孩子。高领毛衣过于暖和，孩

子好动穿上容易被汗液浸湿，反而引起感冒、

咳嗽等。这部分人不妨用低领毛衣搭配喜爱

的围巾，做到健康保暖两不误。@生命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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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险要告别重销售轻服务模式

一场疫情，让民众

的健康意识和对风险的

关注明显提升，许多人

选择购买健康险来防范

风险。但健康险也暴露

出诸多问题，比如条款

晦涩难懂，专业性太强；

保障额度不高，赔付门槛过高；理赔材料繁

多，理赔流程复杂漫长等。老百姓在与保

险公司打交道过程中处于弱势地位，容易

因缺乏保险专业知识遭遇销售误导和理赔

难。专家表示，这些顽疾由来已久，不仅需

要保险公司规范经营，更需要监管部门动

真格解决问题。（12月3日新华社）

在民众心目中，健康险呈现出明显的

“重两头轻中间”现象。保险推销员往往笑

容可掬、服务周到，可谓极尽推销之能事。

但保险一经卖出，往往连人影都难以找到，

中间环节毫无服务可言。等到病后理赔，

不仅服务人员冷脸相对，而且连能不能理

赔都充满变数。

重两头轻中间，并且有时还“剃头挑子

一头热”，不利于健康险的发展，甚至已经

成为阻碍这一险种发展的主要障碍。老百

姓期待的健康险，不仅可以保证生病之后

有钱看病、理赔过程快捷顺利，而且在生病

之前，也帮助管理和维护健康。

在西方发达国家，保险公司敦促参保

人参加体检或改变不良生活习惯，是司空

见惯的日常工作，因为他们懂得，预防上多

投入1元钱，治疗费可减支8.5元钱，并节约

100 元的抢救费。通过健康管理和疾病预

防，可以减少赔付、提高保险公司的收益。

因此即使站在保险公司的角度来看，商业

健康险告别重销售轻服务模式，也利于长

远发展。

因此，提升商业健康险的保障与服务

水平，既需要相关部门强化对保险公司的

监管，也需要保险公司自我革新，主动舍

弃不合时宜的老做法，在保险产品中体现

“疾病全过程干预”的先进理念，把更多保

险推销员变成健康管理师，把精力主要用

在维护健康等中间环节，这样的健康保险

才名实相符，也才契合现代保险理念和民

众期待。

警惕“云养儿”到“啃小族”的变异
■ 斯涵涵

时事乱炖

一个粉丝超千万的“萌娃”博主，睁着

大大的眼睛对正在拍视频的妈妈说：“在这

个家里，我姓刘，爸爸也姓刘，只有你姓李，

谁才是垃圾桶里捡来的，你心里没点数

吗？”萌娃类账号如今成为各视频平台上的

大类，儿童博主的吸金能力超过成年人已

经不是秘密。拍视频、做直播可以赚钱，已

经成为这个时代的常识，一些家长开始为

流量“啃小”。（12月2日《中国青年报》）

一部手机、一个娃娃，就可以成为短视

频的主角，嘟个嘴卖点萌，拍下孩子的日

常，不用花费什么力气，就可以凭借孩子出

名、赚钱，“萌娃”博主自然越来越多。

“啃小族”有不少弊端：首先，“小网红”

高流量的代价是一定程度的隐私泄露，会

埋下安全隐患；其次，流量当道，一些孩子

对屏幕前的关注也早早地产生了意识，带

货、接广告……复杂的网络环境会对孩子

心理产生无形伤害；其三，孩子早熟、成人

化，无异于拔苗助长。

《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二章第一条明

确指出：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创造良

好、和睦的家庭环境，依法履行对未成年

人的监护职责和抚养义务。孩子年幼，缺

乏自我保护能力，需要家庭、学校和社会

重点呵护。

相关部门要强化监管，一方面要落实

主播注册实名制，视频直播网站聘请未成

年人担任主播或者为未成年人提供主播

注册通道，应当征得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同

意。确保未成年人的网络直播行为得到

监护人正确的引导，也强调监护人的责任

意识，通过一些网络软件合理限制孩子的

上网行为，不要被短期利益迷住了眼睛；

另一方面，要完善网络直播平台的约束管

理机制，倒逼网络平台及时清理下架未成

年人违规视频、查封相关账号，依法依规

整顿短视频与直播平台，使其付出违规代

价，从而净化网络环境，维护法律尊严和

未成年人权益。而家长们也要树立正确

的价值观、育儿观，切实履行好监护职责，

警惕“云养儿”到“啃小族”的变异，提高法

律意识、育儿水平，摒弃功利短视思维，护

佑孩子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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