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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8日，重新修订的 《宁波市养犬管理条例 （草案）》 经市政府第
65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近期将提交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
议审议。这意味着，在宁波，一个养犬管理新时代即将到来。

重新制订的《宁波市养犬管
理条例 （草案）》进一步对有关
部门以及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
事处在犬只管理中的具体职责进
行了明确。

如：公安机关负责犬只的登
记管理、狂犬或者疑似狂犬的捕
杀工作；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承
担重点管理区内无主犬只和被
遗弃犬只的捕捉及移送工作；
农业农村部门负责组织狂犬认
定、犬只防疫、死亡犬只无害
化处理和动物狂犬病疫情的监测
等工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
对相关犬只经营活动的监督管
理；卫生健康部门负责狂犬病预

防的健康教育、人狂犬病疫情监测
等工作；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负责
督促物业服务企业做好管理区域内
违法养犬行为的劝阻、报告等工
作；市和区县 （市） 财政、发展改
革、教育、自然资源和规划等有关
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职责范围内协
助做好养犬管理工作；区县 （市）
人民政府确定的部门负责本行政区
域内犬只收容留检工作的监督管
理；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
当做好辖区内的养犬登记及狂犬病
疫苗接种的组织工作，负责辖区一
般管理区内无主犬只和被遗弃犬只
的捕捉及移送工作。

（龚哲明 整理）

犬只管理中政府部门的职责

为了重新修订《宁波市养犬
管理条例（草案）》，司法部门这次
专门公开征求群众意见。在征求
意见过程中，群众痛陈种种不文
明养犬行为，如夜间犬吠，遛犬不
牵绳，任犬只的粪便随处乱拉，带
着犬只乘坐公交车、随意进入公
共场所……其实，这些问题媒体
时有报道，完全在意料之中。

如今，城市里养犬的市民越
来越多，很多人甚至将宠物犬视
为家庭当中不可或缺的一员。市
民养犬，体现了人与动物的和谐
相处，也是满足情感多样化的需
要，这本是件好事。但养犬也不
能任意胡为，必须树立规则意
识。比如，遛犬不牵绳，在犬主
人看来，自己的宠物犬或许十分
可爱，也肯定不会伤人，但是对
于别人来说，并非如此，无论体
型大的还是体型小的，向你狂吠

或扑来状，一般人尤其是妇女儿童
和老人肯定会受到惊吓。况且动物
毕竟具有“兽性”，一旦发生噬咬
事故，就悔之晚矣；再如，犬只
的 粪 便 随 处 乱 拉 ， 造 成 环 境 污
染，大家都生活在同一个区域，
对谁都不好。

养犬是市民的自由，别人无权
干涉。但我们做人做事，应该有一
定的道德约束，而不是只顾着自
己，损害了他人利益。“犬不教，
人之过”，养犬就要管好犬，不能
过于“任性”，想怎么养就怎么
养，想怎么遛就怎么遛。

《宁波市养犬管理条例 （草
案）》这次重新修订，希望部分市
民要改一改养犬中的陋习了，退一
步讲，可以不为《宁波市养犬管理
条例 （草案）》实施后的处罚，不
为宁波全国文明城市的招牌，就为
了自己生活的环境。 （李国民）

养犬中的陋习真该改一改了

“从公安机关一家监管，到
多部门联合监管、养犬人自律、
基层组织参与、社会公众监督相
结合，形成全社会共同管理养犬
的格局，这是此次法规重新修订
中的一大‘亮点’。”市司法局立
法一处负责人说。

现行法规第四条就明确规定
“各级公安部门是限制养犬工作
的主管机关，负责限养区内养犬
的审批、登记，违规养犬的处
理，狂犬、野犬及其他违反规定
的犬的捕杀。”很显然，现行法
规把养犬的监管职责落到了公安
机关。

为此，条例草案确立了多部
门共同参与的犬只管理协作机
制，明确由市和区县 （市） 公安
机关牵头，综合行政执法、农业
农村、市场监督管理、卫生健
康、住房和城乡建设、财政等部
门共同参与。不久之后，养犬监
管将由公安“单兵突进”模式变

为各部门“协同作战”模式，互相
配合、齐抓共管的养犬管理新时代
即将到来。

条例草案还对发挥行业协会、
动物保护组织等社会团体及社会公
众在养犬管理中的作用，进行了鼓励
和引导，并对养犬人的自律要求作了
规定，倡导依法养犬、文明养犬。

条例草案还对投诉举报制度的
建立作了规定，明确市政务咨询投
诉举报平台统一受理投诉举报，并
按职责分工移交相关部门处理；对
多次被举报或者处罚的养犬人，有
关部门应当进行重点管理；区县

（市） 人民政府应当将养犬管理工
作纳入基层治理网格化管理体系，
确保违法养犬的行为及时得到发现
和处理。

道阻且长，行者将至。养犬
管理，目前还是一个全国性的难
题，《宁波市养犬管理条例 （草
案）》，让我们看到破解难题的希
望和勇气。

监管路上不再孤单

记者 龚哲明 通讯员 李光 实习生 沈静泼

狗是人类的朋友，但有时候它
只是主人的朋友，对其他人来说并
不一定“友好”。

宁海县后溪村 5岁男孩焱焱就
碰到了一条伤人恶犬。6月14日晚
7点左右，这名小男孩在公园里玩
耍时，突然一条大型犬疯了似的扑
向了他，一刹那将他咬得全身血肉
模糊。陪外孙女在公园玩的李师傅
随手拾起一根棍子打了下去，才把
恶犬赶走，但这已经给小男孩造成
了严重后果。

“犬类扰民，是立法调研和意
见征集过程中‘民愤’最大的，是
群众心头的‘最痛’。”市司法局立
法一处负责人全程参与立法调研过

程，深切感受到群众期盼。
犬类伤人是犬类扰民中最严重

的一类，且并不少见。据统计，我
市犬伤门诊 2015 年到 2018 年分别
达 到 11.3 万 人 次 、 12.5 万 人 次 、
12.4万人次、12.8万人次，因犬伤
到医院就医人数约占全省的20%。

“除犬类伤人情形外，夜间犬
吠和遛犬不牵绳的行为也是群众十
分头痛的。”这位负责人说。

文明养犬、规范养犬，是一个
重要的民生话题。由于不规范养
犬、不文明养犬引发的犬类伤人事
件，已经成为与公共卫生、环境污
染一样受到群众高度关注的热点、
焦点问题。

犬类扰民“民愤”最大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活水平
提升，市民中爱好养犬的人群数量
不断增加，据不完全统计，全市范
围内现有犬只 30 余万只。与此同
时增加的，是不文明、不规范养犬
行为引起的养犬人与非养犬人之间
的矛盾冲突，亟待立法保障和加强
执法管理。

关于养犬管理和规范养犬行
为，宁波是有法规支撑的。早在
1998 年 1 月 1 日，《宁波市限制养
犬规定》这一地方性法规就开始施
行，2004 年、2011 年经过两次修
订，保持与时俱进，始终保障实际
工作推进。

然而，近年来我市犬只数量快
速增长，也使养犬管理中诸多新问
题暴露无遗，如管理部门职责划分
不明确，部分养犬行为出现管理空
白区；城区范围不断扩大超出了法
规适用范围；信息化管理没有跟
上，养犬管理方式明显落后；犬只
防疫免疫、流浪犬收容处置、犬只
无害化处理等问题突出。

2017 年起施行的 《宁波市文
明行为促进条例》虽然也有养犬管
理有关规定，但缺乏系统性。“解
决这些新问题，简单地在现行的

《宁波市限制养犬规定》 上‘涂涂
改改’已经不顶用了，我们在慎重
考虑后决定对该法规进行重新修
订，改名为《宁波市养犬管理条例

（草案）》，使其更加符合宁波作为
东方文明之都的城市定位。”市司
法局立法一处负责人介绍。

“从调查来看，目前农村的犬
类防疫免疫率较高，好于城市。这
有些出乎我们的意料。”市司法局
立法一处负责人分析认为，农村人
口以村为单位，密度相对低，而且
是熟人社会，管理相对容易。农业
农村部门在村党组织和村委会支持
下，一般都能顺利推进犬类防疫免
疫工作。

而在城市里，特别是一些新社
区，不仅人口密度大，而且邻里间
相互接触少，邻居中谁家养犬了都
不一定清楚。在养犬登记并未依法

严格执行的情况下，负责犬类防疫
免疫工作的部门根本掌握不了居民
养犬的真实情况。这正是城市里犬
类防疫免疫率低的最主要原因。人
一旦被未免疫的犬类所伤，常常会
付出生命的代价，现实中得狂犬病
死亡的案例常见各类媒体。

养犬登记、免疫是做好养犬管
理的基础工作。条例草案针对现状
不足主要从四个方面作了规定：一
是明确我市养犬管理按照重点管理
区和一般管理区实行分区域分类管
理，重点管理区实行登记和免疫制
度，一般管理区实行免疫制度，并
对电子标识的植入作了统一规定，
明确“本市实行犬只狂犬病免疫制
度，养犬人应当定期为犬只接种狂
犬病疫苗”，电子标识上应当记载
养犬人的身份信息、犬只的身份信
息及免疫情况等内容，便于犬只可
追溯。二是对重点管理区内犬只的
登记条件、程序及变更和注销登记
的相关内容作了规定，为体现“最
多跑一次”改革精神，特别规定了
本市实行养犬登记和免疫接种集中
办理制度。三是对一般管理区的犬
只免疫要求作了规定，明确“犬只
接种狂犬病疫苗后，农业农村部门
应当向养犬人发放犬只免疫牌”。
四是对部门间犬只登记、免疫等信
息共享的内容作了规定，明确“公
安机关应当建立健全养犬管理电子
档案和相关信息管理系统，与农业
农村、卫生健康等部门实现犬只登
记、免疫和监管等信息共享”。

值得一提的是，与现行法规从
体型上对限制养犬作出规定相比，
此次法规草案的规定更加科学合
理。“用‘禁止在重点管理区内繁
殖、经营、饲养危险犬只’一句话
概括了，不再纠缠于犬类体型大
小、温顺与否。”市司法局立法一
处负责人说，危险犬只的品种由市
公安机关同农业农村部门确定并向
社会公布。

遛犬不牵绳、不给狗狗戴嘴套
等不文明养犬现象在社会生活中屡
见不鲜。条例草案突出强调“提高

问题导向重订法规

养犬人自律意识”，明确养犬人
应当遵守的行为规范，特别对携
犬出户作了规定，如要求养犬人

“为犬只佩戴犬牌或者免疫牌”，
在重点管理区内则还有“束犬
链、为犬只戴嘴套且由成年人牵
引，主动避让他人”“即时清理
犬只排泄物”等明文规定。

犬只是否能进入所有公共场
所？条例草案给出了否定答案。
条例草案明确规定，除盲人携带
导盲犬或者肢体重残人携带扶助
犬外，禁止携犬进入医疗机构

（动物诊疗机构除外）、教育机构
办学场所、公共服务办事大厅、
博物馆、美术馆等场所，除出租
车以外的公共交通工具以及有犬
只禁入标识的公园、风景名胜区
等公共场所。条例草案体现堵疏
结合的管理理念，明确公园管理
单位可以在公园内专门开辟犬只
活动的公共区域，并对物业服务
企业、其他物业管理单位和村

（居） 民委员会的自治管理作了
规定。

犬只诊疗、经营活动秩序比
较混乱，管理难度大，也是犬只
扰民的“老大难”问题。条例草
案做了三方面规定：一是对从事

犬只经营、诊疗活动应当符合的条
件作了规定。二是为了避免犬只诊
疗和经营场所扰民，从源头上禁止
在商住综合楼及底层为商业的住宅
楼内设立犬只养殖、寄养、交易等
经营场所，目前已经在这部分区域
内的，允许相关经营者继续存在，
但应当依法规范经营，同时要求市
场监督管理、公安、综合行政执
法、农业农村等部门加强对该部
分经营者的监督管理。三是对犬
只经营、诊疗机构应当履行的义
务作了规定，如规定这些机构开
展业务时“应当采取措施，防止
破坏环境卫生”，“对犬只吠叫应
当即时有效制止，避免影响他人
正常生活”。

近年来，流浪犬数量骤增，
扰民事件时有发生，有关部门捕
捉的流浪犬缺乏统一的收容留检
场所。为此，条例草案作出明确规
定，区县 （市） 人民政府应当设立
犬只收容留检场所或者委托专门的
犬只收容留检场所，对本行政区域
内的无主犬只、被遗弃犬只、依法
没收犬只等进行收容留检。犬只收
容留检场所应当符合动物防疫条
件，配备无害化处理设施，并制定
专门的工作规范，等等。

张悦 制图

《宁波市养犬管理条例（草案）》近期将提交市十五届人大
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

养犬管理新时代即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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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北区慈城镇某村旅游步道旁，一些没有拴养

的大型犬在晒太阳。

华慈医院犬伤门诊24小时开放。
爱犬人遛狗牵绳是起码的文明养犬行为。本版摄影 丁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