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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户限养一只犬
生育崽崽3个月内要转让

一个家庭可以拥有多少只“汪星人”？

《株洲市养犬管理条例》已经明确，养犬人

应该办理城市养犬登记。每户或者每法

人、非法人组织养犬限一只。

所养犬只生育幼犬的后怎么办？条例

规定，养犬人应当自幼犬出生之日起 3个月

内，将超过限养数量的犬只进行转让。

此外，若养犬人不办理城市养犬登记，

在 责 令 期 间 内 仍 不 改 正 的 ，可 处 1000—

3000元罚款。同时，养犬超过数量，且逾期

不改正的，可处 500—2000 元罚款，并处没

收超养犬只。

犬龄满3个月的
就要开始接种疫苗

犬只免疫也是大家关注的一个重点，

《条例》对此进行了具体规定。犬龄满 3 个

月的，养犬人应当于 15 日内将犬只送动物

诊疗机构进行狂犬病初次免疫，以后每年

加强免疫一次。

若狂犬病防治技术规范、疫苗说明书对

免疫时间要求有调整的，从其规定执行。犬

只的狂犬病强制免疫费用由养犬人承担。

遛犬不牵着或抱着
当心挨罚

遛犬不牵绳最让人烦心。近日，株洲

某小区更是拉出横幅直接教育狗主人--

“你又不是二郎神，遛狗为啥不牵绳？”

《条例》对于如何携犬出户也明确了行

为规范：必须用 2 米以下的犬绳牵领犬只。

不得以犬只不咬人为由放任犬只近距离接

触他人。在楼道、电梯以及其他拥挤场合，

要收紧犬绳贴身携犬或者怀抱犬只。

违反此规定的，将由公安机关给予警

告 并 责 令 改 正 。 拒 不 改 正 的 ，可 处 以

200—500元罚款，可以扣留犬只。

同时，携犬出户者必须及时清除犬只

排泄的粪便，违反者，由城市管理部门责令

改正，不改正的，可处 200元以下罚款。

这些地方禁养
或禁止携带犬只

主人眼中的“小可爱”，在路人眼中可

是 粗 暴 可 怕 的 存 在 ，所 以 设 有 宠 物“ 禁

区”。《条例》规定，机关办公区、医院、幼儿

园、学校教学区、学生宿舍区、单位集体宿

舍区和住宅小区楼道、绿灯等公共区域，都

禁止养犬。

机关办公区、医院、幼儿园、学校、体育

场馆、博物馆、展览馆、青少年宫、音乐厅、

图书馆、影剧院、候车（机、船）室、文物和工

业遗产保护单位等公共场所，乘坐公共汽

车、电车、有轨车辆等公共交通工具时，禁

止携带犬只。

同时，饲养危险犬只，在禁止养犬区域

内养犬，携犬进入“禁区”的，都将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

被狗咬伤，该这样处理

省直中医医院的李医生介绍，如果万

一被狗咬伤，有以下几种处理方式：

清洗：被咬伤后，马上用肥皂水和流动

清水反复清洗伤口，至少 15分钟。

消毒：用碘伏或酒精消毒伤口。被动

物咬伤（未伤及静、动脉的情况下），不要包

扎伤口。

就医：若受伤严重，尽快去医院做进一

步处理。

打疫苗：被来路不明的狗咬伤，应该尽

快注射狂犬病疫苗。受伤严重的，还需打

狂犬病血清或者狂犬病免疫球蛋白。

接种狂犬病疫苗你该知道这些
李医生还介绍了一些接种狂犬病疫苗

的常识：越早接种效果越好，尽量使用同一

品牌的疫苗；孕妇也可注射狂犬病疫苗；注

射疫苗期间，不做剧烈运动，忌食辛辣食物，

不饮酒、浓茶、咖啡等饮料；一般情况下，全

程接种疫苗后抗体水平可维持至少1年。

洪福花园小区的流浪狗已被妥善处理。受访者 供图

天泉一品辉煌世纪小区物业公

司发出温馨提示。

宝妈：
恨不得带扳手出门

苗苗是一名宝妈，看了

四川幼童被狗咬伤事件后，

她特别难受，前天还参与了

被咬伤女童的轻松筹。

“当妈妈的真的看不得

这样的新闻。希望孩子能

够痊愈。现在我自己带娃

出门真是恨不得带上扳手

以防万一。”

陈 阿 姨 是 家 里 的 带 娃

主 力 ，说 到 四 川 幼 童 被 狗

咬伤事件，她特别有感触，

“ 这 个 细 伢 子 太 可 怜 了 ！

在株洲没看到对犬只的强

制 管 控 ，不 牵 狗 绳 的 大 有

人 在 ，每 次 带 孙 子 出 门 看

到 狗 特 别 是 大 型 犬 ，心 都

是揪着的。”

在 看 了 株 洲 晚 报 微 信

《女童遭烈犬撕咬！文明养

犬，这些信息要 get》的报道

后，读者“志”气愤地表示：

到处都是散养不牵绳的大

型犬，好多狗狗都没登记，

三番五次跟狗主人说也没

有用！

“口袋熊”则留言表示：

规章制度是有了，关键还要

看 落 实 ，不 落 实 一 切 皆

空啊！

网友“大大”表示：在株

洲，绝大部分养狗人的素质

达不到要求，希望政府有关

部门能管理到位，对不文明

的养狗人进行严格管教。

在株洲
这32种危险犬只禁养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罗春娇 李曙光

株洲32种禁养犬只 但不含罗威纳犬

记者查询发现，《株

洲市城市养犬管理条例》

已 于 2021 年 5 月 开 始 施

行，并根据该条例制定了

株洲市禁养犬只名录，其

中包含高加索犬等 32 种

危险犬种。不过，此次在

成都伤人的罗威纳犬不

在其中。市公安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饲养危险犬

只的，将由公安机关处两

千 元 罚 款 ，并 处 没 收

犬只。

株 洲 市 禁 养 犬 只 包

括：高加索犬、纽波利顿

犬、巴西菲勒犬、阿根廷

杜高犬、中亚牧羊犬、日

本土佐犬、牛头梗犬、卡

斯罗犬、美国斗牛犬、美

国斯坦福犬、比特犬、川

东猎犬、马士提夫犬、苏

俄牧羊犬、大丹犬、阿富

汗猎犬、波音达犬、威玛

猎犬、爱尔兰雪达犬、寻

血猎犬、巴仙吉犬、纽芬

兰犬、贝林登梗犬、凯丽

蓝梗犬、比利时牧羊犬、

弗兰德牧羊犬、荷兰牧羊

犬、杜宾犬、捷克狼犬、狼

青 犬 、安 纳 托 利 亚 牧 羊

犬、所有种类的獒犬。

据了解，上述名录中

的犬类、具有上述犬种血

统的杂交犬以及专业机

构认定的其他禁养犬只，

都应当按照《株洲市城市

养犬管理条例》中禁养犬

只相关管理规定执行。

多个小区展开整改行动

四川成都崇州幼童被狗咬伤

事件发生之后，我市多个小区也

自发地开展了相应的整改行动。

比如，在石峰区仁和小区，业主委

员会就在业主群里发出通知，要

求所有业主不要投喂流浪狗，避

免流浪狗在投喂点安家，造成不

安全因素，影响居民生活和出行

安全。并一再强调，要求小区所

有养狗人士，按照《株洲市养犬管

理条例》管理好自家的狗，特别是

出门遛狗时一定要牵好狗绳。记

者还了解到，该小区已开展行动，

抓捕了在邻近小区洪福花园 7 栋

1 单 元 安 家 的 流 浪 狗 ，并 妥 善 处

理。此外，在天元区天泉一品辉

煌世纪小区群内，物业公司也发

出了温馨提示，呼吁业主文明养

犬、责任养犬。

文明养狗，这些细节别忽视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罗春娇 李曙光

近日，四川成都崇州某小区发生幼童被狗咬伤事件，引发社会热议。一时
间，文明养犬问题受到各方关注，一些小区也迅速采取行动。

延伸阅读

市民热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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晒红薯片
倪锐

重阳节正值周末，她本准备登高缅怀先人的，却

不由自主地一脚油门，驱车一百多里赶往了乡下。

车速慢下来时，阳光透过拐弯匝道口的那棵老槐

树，照在路延伸处的一条小黄狗身上，也染黄了她的

头发。她知道，目的地快到了。

车子停在一栋小楼前，她人未下车声先到，边大声

喊着“外婆”，边打开后备箱，从里面拿出大包小包的礼

品盒。屋里蹒跚走出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太太，伸出枯

树柴一样的双手，紧紧抓住了她，“幺妹幺妹”地叫着。

外婆一刻也舍不得松开她的手，拉着她进屋坐

下，摸着她的手，“开车累吗？不要买东西来，人来了

就好。”她说不累，眼睛却盯上了屋子正中间摆放的红

薯。外婆说，今天天气好，正好晒红薯片。

红薯是农家的宝，困难年代，生红薯、蒸红薯、煨红薯、

红薯丝饭，变着法子吃。红薯藤、红薯根留着喂猪。生活

好起来后，秋高气爽时节，一座座农院里，排队挂着的红薯

粉和红薯片，犹如列队般，更是农村的一道风景线。

她帮外婆把红薯搬到按压式抽水井旁，开始一个

一个地清洗，外婆选出来的红薯都是大小均一，表皮光

滑圆润，很周正的个头。她本来就像娘，从小能干，只

听得“刷刷”声一片，红薯就像一个个刚洗完澡的娃娃，

纷纷跳入旁边的盆中。洗完就开始削皮，她和外婆各

拿一把菜刀，边削边聊。“工作累吗？”“不累，外婆。您

小心削到手。”“乖乖几年级了？”“三年级。”红薯换了身

黄装，和着她们的有一句没一句又跃进了另一个盆中。

把红薯放进蒸锅，她和外婆一起看那袅袅的蒸

汽，像一层柔纱，带着红薯的甜香，扭到窗外。她们不

约而同地寻找芝麻和陈皮，芝麻是外婆自己种的白芝

麻，陈皮是外婆亲手晒的。蒸熟的红薯放进盆里，把

白芝麻和碎陈皮撒在上面，外婆执一锅铲，她执一大

勺，一起把岁月、阳光、思念和红薯捣烂、揉碎、搅拌。

红薯浆刮成了薄薄的一层，静静地躺在木板上，

晒着太阳。黄片片上面，全是星星点点的白芝麻，像

一片黄色的银河。她扶外婆坐下，帮外婆捏肩膀，亲

昵得像一只小猫样在外婆身上蹭来蹭去。“外婆累了

吧？”“不累呢。”“看你都走不动了。”“外婆就是腿没

劲，其他的都好。”她换个姿势，蹲下来给外婆捏腿，仰

头望着外婆。阳光金子般洒在外婆的头上、脸上、身

上，外婆仿佛镀上了金身，全身闪闪发光。有一刹那，

她恍惚了……“红薯片得晒几个太阳才会干，你下个

星期天还来吗？”“来的，来的。”她忙不迭地又捏起外

婆的膝盖处。八十岁的外婆，身体还算好，跟着她一

起晒红薯片，忙上忙下也没显得过于疲惫，老人家思

维清晰，所有的关切都在问答之间。

时间过得很快，太阳搬动阴影，把村口老槐树下

一长一短的两个影子拉得老长，“外婆，回去吧，我下

周再来拿红薯片。”“注意安全！路上慢点！”

汽车缓缓驶离，老槐树慢慢后退，后视镜里，外婆背

过身去擦眼泪。她的母亲去世两年了，所有人都瞒着外

婆，村口的老槐树下再也没出现过女儿的身影，做娘的

咋会没感觉呢？背地里不知哭过多少回，在外孙女面前

还要强装笑脸，一副茫然不知的样子。

一脚油门，她的泪水再也忍不住夺眶而出，红薯

片是妈妈最爱吃的乡间零食，尤其喜欢里面白芝麻的

点缀和陈皮散发的清香，“外婆呀外婆，纵使您再精

明，掩饰得再好，可幺妹是我妈的名字呀！”

最后一个裁缝
玉珍

我的姑父，山中最后一个裁缝

在某个新年的清晨

随爆炸的炮竹消失了

他一点没想到会走得那样急

那是春节，他高兴地早起并喝了点酒

放响新年第一挂鞭炮

与此同时，他脑中的血管也爆开

门楣上很快挂起白联

很快我们将他归还给青山

早知道我们的时代不需要裁缝了

早知道意外总是潜伏在

某种快乐中

我的姑父像世上最后一个裁缝

像终结者一样消失在群山中

华服一套一套

辞退了这个老实人

我的小学
玉珍

我听见牛在菜地偷甘蔗吃，风吹着

面糊味的土

飞到学前班附近的木屋里。我们

孩子中有个老大

带同学穿过田野，疯了似朝尖叫的

铃声狂奔

我站在河边，附近是芦苇和甘蔗，

还有青色的

野麦叶软得像浪，总有黑瘦的小孩

彷徨地坐着

被烦人的风吹着细头发，扭动在牛

屎色天空下

只在那铁质的铃声中我们是一路人

在门口挤着，移动到座位

空气在背诵伟大的古诗句

手指比划着，算命一样算数学

我在田字格中开始疯狂地想象

我的心大得能把我撑破，因为一切

太小了

放学后，我见过我忧愁的

父亲流眼泪，他对着黑暗的屋子祈祷

倒霉透顶的生活结束，我没有感觉

或许是故意不去感觉

人有时为什么没法流泪呢

第多少回我忘记了，我小心地走出

那间屋子

去井边喝了几口水，水实在太清了

我忍不住用手去打它

如梦令·弄潮
曾思睿

翠谷清水肆漾，身倚孤舟激荡。

傲骨伫阑头，傲笑鲲鹏掀浪。

狂放，狂放，吾辈恣睢酣畅！

如梦令·思
曾思睿

月落疏影愁驻，聊抚暗香寒露。

寂寞卧小楼，淡酒洒襟湿处。

思顾，思顾，眸眼为谁蒙雾？

月圆之夜
周慧文

夕阳在一点点下沉，组上的老年人、年轻人、小孩

共有二十多人在邻居家前坪，或坐或站，三个一伙，五

个一堆抽着烟、聊着天、追打着，甚是热闹。

上世纪70年代末，改革的春风吹醒神州大地，组上

的年青一代，一个不剩地被陆陆续续吹进了城，且在城

里扎了根发了芽。如今，这个常住人口不足三十人的小

组，像今晚这样的热闹场景，一年里恐怕只有一两次。

晚饭时，手机嘀嘀嘀响个不停，“组上邻里群”里，有

人晒堂屋地上刚摘下来的新鲜花生，有人晒果盆里刚摘

下来的橘子，有人晒餐桌上的美食，有人晒灶后码得整整

齐齐的柴棍，有人晒父母抹平得无一丝褶皱的床铺……

建伢子晒出年过古稀的父母在厨房忙碌的身影

后，大家纷纷留言感叹：父母在，家就在；年过半百了，

还能吃到父母做的饭菜，真是幸福；回到父母身边，就

回到了孩童时代……

一阵喧嚣后，有人喊晚上搞点娱乐活动，有人响

应；有人求带同回市区，有人应答；有人说，难得回来，

陪老父亲喝高了，只能在家休息了……

妈把三姐从遥远的城市寄回的月饼和自己种的

花生端上来，我们姐弟围着妈随意地聊着。

年逾八十的妈因为我们喜欢吃新鲜的花生，每年

都会种些。今晚我又一次忍不住劝她：“妈，明年真不

要再种花生了，太辛苦，你在挖土时伤了筋骨，那不划

算。”母亲“嘿嘿”地答：“到时看情况，只要还活着，身

体允许，就种点你们吃。”

我们也像作家许地山一家围在后园的茅亭里过

收获节一样，谈论起花生来。妈挖了两大块长长的菜

地，下种、浇水、扯草，松土，扯花生，整个过程累积起

来，应该耗去好几天时间，最后收获了几十斤花生。

采摘回来时，看着桶子里新鲜的花生还是喜悦的，可

待我走到的夜市，听到小贩们喊着：“新鲜花生，10 元

4 斤”，就很替妈的时间与劳力不值，可妈却说：“我不

打牌，寻点事做，时间过得快些，再说我这也是锻炼身

体。”也许妈说得对，种出的花生有市值，可种花生过

程中的劳动锻炼和身心愉悦是估算不出市值的。怪

不得组上像妈这把年纪还活得好好的有 10 多个，这

就是当医生的姐姐说的，每天在田地里劳动，出几身

大汗，自然排出了体内的毒素。

妈就此开始劝导我们：“你们这个喊肩膀疼，那个

说腰椎骨突出，也老是嚷着减肥，回家多帮我栽菜、种

花生，身体自然健康了，肥也自然减了。”恰在开启受教

育篇时，同样远在他乡的姨侄子打来视频电话，向外婆

和我们送来节日祝福，妈开心地像个孩子把我的手机

紧紧地握着，生怕变换姿势就看不到人。相继问候着、

祝福着，这个安静了将近半年的家又热热闹闹了一阵。

祝福之后，我们围坐在妈的身边，听她讲着东家

的收成、西家的喜事，如英莲婶家今年收获了 200 多

年花生，美华婶家今年的柿子摘下来可装满两大箩

筐，祉英嫂的孙子考取了北京的大学……

祉英嫂夫妻俩都大字不识几个，他们的儿子出生

于上世纪 70 年代初，也因为贫困，小学都没念完，可

孙子如今却考取了北京的大学。当我们感慨良多时，

妈却说：“你们那个年代，家家户户那么穷，吃不饱穿

不暖，有几个孩子能安心、认真读书啰。”

“小住‘乡下’，早又是，中秋佳节。为篱下，黄花

开遍，秋容如拭。”夜里十一点，打开大门，看那满月如

镜普照在天地间，连绵几十亩金黄色的稻浪像块大地

毯铺在眼前，满地尽是村民们的黄金。此时，可笼上

这层月色，飞入这金黄之上，在无际的天空下，在有涯

的花海中挥袖起舞、遐思、飞翔。

诗词选登


